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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廖钗勤

台州市黄岩区沙埠镇中心小学

新购入了沙埠青瓷相关书籍，从历

史考据、工艺传承到名家故事，学生

们兴致勃勃地在书中探寻家乡文化

的千年脉络；

瑞安市平阳坑镇学校在低段推

出了“亲子共读计划”和“老少融合

课程”，邀请学生家长参与，亲子共

读，让书香从校园弥漫至家庭；

杭州市转塘小学的“悦读节”迎

来特殊嘉宾，来自杭州云深处科技

的智能机器狗踏着机械步，吟诵出

名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

自华”，引得围观学生惊叹连连；

……

临近第30个世界读书日，浙江

各地校园里的书香愈发浓郁。那些

地处乡村的学校，也通过创新阅读载

体、完善评价体系，持续提升学生的

阅读兴趣、阅读数量、阅读能力，为学

生养成终身阅读习惯打好基础。

创设阅读空间，拓展阅读资源
4月8日，在苍南县宜山镇第三

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迫

不及待地揣着书本跑出教室，直奔

“候书房”。缪雨萱就是其中之一，

她坐在老榕树下，翻开了《鲁滨逊漂

流记》。春风拂过榕树，又拂动书

页，远处斑鸠颉颃，划过水田，但这

些缪雨萱都没有注意到。此刻，这

个女孩正沉浸在18世纪的海岛，和

鲁滨逊一起“冒险”。

这处清新雅致的读书天地由旧

车棚改造而来。2023年，校长吴志

仲在信箱里发现多封学生来信，字里

行间流露出对阅读的渴望：“我们缺

一个阅览室，没有读书的地方。”“藏

书室的书能再丰富一些吗？”……这

所乡村小学的阅读环境并不好，吴

志仲决心借校园翻新的契机，利用

有限的资金为全校960余名学生打

造一处阅读场所。于是，旧车棚被

拆除，大榕树下摆上了木质桌椅，挂

起了秋千，建起了小书屋，“候书房”

就此诞生——“候”字是吴志仲的巧

思，他希望学生们能在放学后等待

家长时，用阅读填满这段空白时光。

除了阅读场所的匮乏，乡村学

校还普遍面临图书资源不足的问

题，如何尽可能满足学生多样化的

阅读需求？各地各校各显其能。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联合当

地村委会，发起捐书活动。秉持“用

一个村庄的力量来养育一个孩子”

的理念，村民们响应号召将家中的

闲置书籍捐给学校，于是《苍南县

志》等具有地域特色的书籍得以进

入学校的藏书室。

桐乡市濮院桐星学校与桐乡市

图书馆达成合作，共同发起“图书进

校园”活动。2024年，学校从图书馆

集中借阅了 320 余册精美绘本和

600余册优质儿童文学读物。

这些书籍被分配到全校各班级

的图书角。五年级学生崔畅在

学完《刷子李》后，被冯骥才幽默

风趣的文风所吸引。令他惊喜

的是，班级图书角中恰好有自己

想读的《俗世奇人》，他立即如获

至宝地捧读起来。

象山县鹤浦镇中心小学则

通过“以蔬换书”活动，倡导学生

分享闲置书籍。学校在每个班

级都设置了专门的书籍回收

箱。学生们每捐赠3本书，就能

获得一个精心准备的“书香盲

盒”。盲盒里不仅有蔬菜种子和

种植手册，更以趣味蔬菜谐音梗

传递美好祝愿：天之“椒”子激励

成长，“茄”而不舍培养毅力，

“土”飞猛进期待进步……意在

让知识与希望的种子在学生心中共

同发芽。

激发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在乡村学校开展阅读教育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大的难点就在

于培养起学生的阅读习惯。”桐乡市

濮院桐星学校副校长张林娟坦言。

这也是许多乡村教育工作者的共同

感受。在乡村学校中，学生具有这

些普遍特点——生源多为随迁子

女，家庭阅读氛围普遍淡薄。义务

教育阶段是培养学习习惯的黄金

期，张林娟表示：“我们尝试通过一

系列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的活动，

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进而培养起

阅读习惯。”

4月14日，课本剧展演活动在

学校报告厅启幕，这正是该校的生

动实践。学生们用简易的服装和道

具重现了杜甫夜宿石壕村的场景，

全校师生得以目睹官吏是如何强

征老妇的。学生王鑫宇在剧中扮

演杜甫，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诗人的

所见所闻，他找来和安史之乱相关

的历史读物，又广泛搜集了诸如

《兵车行》等其他一些描写战乱的

诗词。在阅读资料的过程中，他深

刻地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战争中

没有胜利者，即便是抓人的官差，也

会面临颠沛流离和死亡。”理解了这

一层意义后，王鑫宇和同学在剧中

增加了石壕吏的视角，创新地摹画

了3名石壕吏的人物背景：他们既

是执行苛政的小吏，也是刚经历亲

人离世、承受上级催逼的战争受害

者，试图多角度揭示战争的残酷与

和平的可贵。

因地制宜开展活动，是乡村学

校推进校园阅读工作的一大特点。

不少学校着力利用周边资源，将其

与阅读结合，打造具有乡野特色的

阅读活动。

瑞安市平阳坑镇学校除了建好

校内图书馆、流动书站、班级图书角

等阅读场所，让学生“处处有书读”，

还利用学校附近东源村的木

活字印刷展示馆这一场馆资

源，开展“我是木活字推广人”

项目化学习活动。活动以故

事会、讲座、读书交流会等形式，

鼓励学生通过阅读了解当地非遗

文化。

永嘉县沙头镇中心小学尝试推

出以观鸟为主线的主题阅读活动，

由语文课本里的《珍珠鸟》说开去，

引导学生走进自然，在观鸟、拍鸟、

识鸟的过程中，将科普阅读与真实

生态场景深度融合。

苍南县宜山镇第三小学则打破

教室边界，把阅读课堂搬到了田地

里。在讲授《悯农》的诗歌内容后，

语文教师带领学生来到学校的小农

场，现场传授锄头使用技巧，讲解杂

草特征，带领学生一起除草。当汗

水滑落额间，腰背开始酸痛，“粒粒

皆辛苦”的含义自然浮现。“什么都

比不上亲身尝试。劳作之后，学生们

对农民的辛苦有了直观认识，有些学

生还自发地吟诵起了诗歌。”学校语

文教研组组长陈萍萍说。

通过多元路径为学生建构起立

体的阅读世界，使学生的阅读兴趣在

真实可触的生活场景中落地生根。

2024年，永康市城西小学进行了学

生阅读调查，结果显示，通过与市图

书馆、校外书店合作，为学生提供更

多阅读资源，开展多元化的阅读活动

后，五年级学生学期人均阅读量增加

了7本，六年级学生增加了4本。

教授阅读方法，提升阅读能力
在激发阅读兴趣，让学生“爱

读”之外，教师们还思考着如何让学

生“会读”。阅读应该怎么教？这个

问题一直困扰着象山县鹤浦镇中心

小学语文教师黄巧巧，她发现班上

学生虽然逐渐养成阅读习惯，但普

遍存在“走马观花，不求甚解”的现

象。学生们的阅读行为需要系统地

引导。如何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且

符合学生认知习惯的阅读方法？尽

管2022年版课标提出的“整本书阅

读”理念为她指明了方向，但具体实

施策略仍令她感到茫然。直到她参

与了县域研训活动，听到县教研员

和城区骨干教师的经验分享，才豁

然开朗。

从县里取回“真经”后，黄巧巧

很快在学校里实践起来，尝试以点

带面地教会学生掌握科学高效的阅

读方法。学校通过3堂共读课来全

程跟踪指导学生的阅读行为：导读

课、推进课和交流课。导读课上，黄

巧巧引导学生从书籍的封面、勒口、

封底捕捉关键信息，通过目录预测

内容脉络，激发学生阅读兴趣。当

学生进入深度阅读阶段，猜读法、摘

抄法、笔记法和思维导图等工具在

推进课中次第展开。收尾的交流课

最受学生欢迎：他们总结文学人物

的特点，为汤姆·索亚制作名片；梳

理小说情节，为小兵张嘎颁发成长

勋章……

在最近的语文课上，学生们听

完黄巧巧分享的《我与地坛》片段后

深受触动，自发购买书籍，准备采用

阅读课上的技巧，展开深入阅读。

看着课堂上涌现的“人物成长连环

画”“文学人物颁奖词”，还有妙趣横

生的“我与嘎子的故事”，黄巧巧真

切感受到，尽管在乡村学校进行阅

读教育有诸多困难，但阅读嫩芽已

悄然萌发。她相信，努力播下的阅

读种子，终将长成参天大树。

□本报通讯员 王丽红

每周一到周五的午休时间，绍兴

市越州中学学生陈丽都会来到学校的

越竹坊，学习竹编技艺，制作竹编作

品。“创造一件独特的竹编作品是快乐

的劳动体验，也让我在实践中探索兴

趣和未来的职业方向。”陈丽说。

在高中阶段，包括自我探索、职业

探索的生涯规划教育课，助力学生转

变学习方式的综合实践课，以及作为

“五育”并举重要一环的劳动教育课，

由于是非考试科目，常常不被学生重

视。为了改变这种现象，越州中学探

索出了一条以生涯规划教育为轴，串

起综合实践与劳动教育的创新路径。

生涯规划、综合实践、劳动教育“手拉手”
“生涯规划教育、综合实践和劳

动教育通常‘各自为政’，但这三者之

间其实是高度关联的，因此我们想到

把它们整合起来，目标是拓展这3门

课程的广度和深度。”学校党委书记

孙洪亮说。

学校构建了生涯规划教育、综合

实践和劳动教育“三位一体”的协同育

人新格局：生涯规划教育为学生锚定

未来发展方向，其所包含的职业体验

也是学生开展劳动实践的平台；综合

实践则全方位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

问题解决能力，助力学生适应未来多

变的职场与社会，同时也是开展职业

探索和劳动教育的路径；劳动教育能

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与实践能力，助

力学生了解职业、发现自我。三者融

合，共同服务于学生的全面成长与终

身发展。

为了让3门课程有机交融，学校

建立了生涯规划教育、综合实践和劳

动教育联合工作领导小组和联合教研

组，通过定期培训和交流，提升教师融

合教学能力，并建立融合式评价体

系。此外，为扩大融合课堂的实施空

间，学校整合校内外资源，一方面联合

企事业单位打造校外学生劳动实践基

地，并组建由家长、劳模、非遗传承人

等群体构成的“校外劳动导师库”，另

一方面积极在校内建设多种多样的劳

动场所，开设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

在高一学完一定课时的生涯规划

基础理论和方法后，以生涯探索为黏

合剂的“三位一体”融合教育模块，就

会以社团活动、项目化学习、职业体

验、地方新兴产业调查、工匠访谈、高

校研学等形式，落地为一个个具体的

情境。

让“1+1+1＞3”
前不久，陈丽和另两名学生陈尚

利、陈珈懿共同完成的竹编作品《绽

放的青春》获得了省中小学生艺术节

立体造型类一等奖。这件作品从设

计到制作，历时一个学期，除了竹编

技艺，3人还用上了通用技术、信息技

术和数学等多学科知识。“我是一名

美术生，这一次制作竹编作品的过

程，让我坚定了未来走艺术创作之

路的信心。”陈尚利说。

越窑坊、越染坊、越竹坊、木工坊、

金工实验室、电子制作实验室、人工智

能创新实验室……学生们足不出校，

就能投身到“生涯、实践、劳动”的一体

化学习场景中。“不少学生毕业后会升

入高职院校，职业体验对他们尤为重

要。”学校金工实验室负责教师高掌珠

说，“因此，实验室对全校学生开放，没

有选通用技术为选考科目的学生也能

来体验。”

为了让学生们在“职业探索+综

合实践+劳动教育”的跨学科、跨场景

教育中能够主动“思考人生”，学校为

每个学生提供《职业体验活动实施手

册》，明确职业体验的流程，引导学生

通过撰写劳动日志、展示体验成果、修

订生涯规划书等方式，更好地发现和

发展自我，认识社会和职业，坚定未来

发展方向。

该校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就突出

体现了“生涯导师”的功能：不少学生

在升入大学后，选择了人工智能相关

专业。这个实验室为学生在校期间

提供了额外的课程学习领域，有刚体

力学、机器人、控制算法等，并提供各

种软件和硬件支持，方便学生动手搭

建各种机器人。“有段时间我很迷茫，

学习上缺乏动力。在人工智能创新

实验室里的体验，激发了我对人工智

能行业的向往。我正在为考上目标大

学的人工智能类专业而努力。”学生潘

佳力说。

子规声里读春光
——浙江大力推进乡村学校阅读教育

绍兴市越州中学：上好助力学生成长的“三堂课”

杭州市萧山区靖江第一小学：
学生创办“农业公司”

本报讯（通讯员 郎露寅）近日，杭州市萧山区靖江第

一小学502班学生在承包菜地里忙碌着，他们有的锄地，有

的种苗，有的浇水，有的在技术指导员的指导下为黄瓜和番

茄铺上地膜。这是该校“安澜书院农业无限公司”启动后的

首个种植季，学生们将通过劳动实践，体验从生产到经营的

全过程。

为创新劳动教育模式，靖江一小本学期成立由学生自主

管理的“安澜书院农业无限公司”。“公司”设财务、市场、生产

等部门，成员全部由学生竞聘上岗。校内劳动实践基地60%

的土地面向班级招标，6个班级通过竞标获得种植经营权，30

多棵果树也由班级认领养护。

501班学生悉心打理鸡舍，母鸡开始下蛋了；504班学生翻

整土地，准备种下秋葵和花生；405班学生种下了番薯苗……

成功竞标上岗的班级里，学生们劳动热情高涨。每周二，“公

司”管理团队会召开例会，商讨运营计划。近期，他们正为即

将收获的蚕豆制订销售方案。学校还引入了科技元素，在计

算机教师的带领下，学生们调试太阳能发电设备，以便实现

养殖区云端直播功能。

校长徐华锋表示，“农业公司”是劳动教育改革的有益尝

试，学校希望以此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鼓励学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所有辅导教师、技术指导员也都自觉遵守“只配合

不插手”的原则，放手让学生在不断尝试中获得知识、技能和

经验。未来，“公司”还将开展撰写观察日记、绘画写生等活

动，成立劳动基地科技站，探索农产品加工，并与浙江省地质

博物馆合作，丰富劳动实践内涵。

义乌市东洲小学：
“家校社邮局”撬动校园治理

本报讯（通讯员 龚琴娟 金晓英）建议设立校园小记

者岗位，期待学校能有台球桌，希望学校在运动会上增设羽

毛球和三人四足项目，表达取消跑操的愿望……最近，义乌

市东洲小学的学生们纷纷将自己对校园学习生活的意见和

建议投入“家校社邮局”的邮筒，期待得到学校回应。甚至还

有家长发来自己设计的邮票、邮戳、明信片，希望助力学校文

化建设。

据了解，春节期间，学校向全体教师和家长发放问卷，收

集到253条办学意见、建议。本学期开学，在家长会上，学校

再次收获763条办学意见、建议。“没有一个家长不希望学校

好，要把家长提出的问题转化为学校发展的助推剂。”校长丁

志平说。为凝聚家校社力量，学校将书记（校长）每月半天接

待日改为每日开放接待；将“书记（校长）邮箱”发展为“家校

社邮局”，沟通对象从师生拓展至家长和社会人士；还打造了

线上版“书记（校长）信箱”，公示信件处理进度。

自上月启用以来，“家校社邮局”已收到300余封信件。

学校还成立了“红领巾邮递小队”，负责取信并登记。针对信

件中所反映的问题和意见建议，校方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回

应。比如，有教师在来信中提出对走廊进行雨天防滑改造，

学校在6小时内落实完成；有社会人士提出开放校园文化墙

展示非遗项目，该建议被纳入学校暑期改造计划；学生、家长

普遍关注的食堂问题也得到公开回应。据悉，学校还计划推

出“邮局开放日”，邀请家长和社区代表担任“一日局长”，共

同守护这座“教育桥梁”。

舟山市定海区岑港中心学校：
“小药农”学种中医百草

本报讯（通讯员 陈追雪）日前，舟山市定海区岑港中心

学校收到了一批来自舟山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的中草药苗，校

园里随之热闹了起来。各班的种植小队在指导教师的带领

下，开启“小药农”劳动实践活动。

“左手扶苗要稳当，覆土不能没过茎叶。”劳动实践基地

里，指导教师亲身示范种植中草药苗。学生们在仔细聆听讲

解和观察技术要领后，开始松土挖坑。不一会儿，黄精、红

花、枸杞等10余种中草药的幼苗就被整齐地栽进土里。劳动

间隙，教师还教学生辨识中草药特征。“原来白芸豆也是一味

药呀！”学生们兴奋地说。

据了解，近年来该校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通过

建立中草药园，组织学生种植、观察、采摘中草药，开设药膳

烹饪、小小郎中、四时养生等课程，让学生沉浸式体验中医药

文化。此次从舟山市农科院引入的中草药苗成熟后，将用于

制作香囊、标本等。后续学校还将开展中药称量、炮制体验

等系列活动。

近日，桐乡市城北小学开展“校园安全，拒绝欺凌”安全
教育活动。学生们在情景剧表演、案例分析、海报制作等活
动中达成共识，让友善成为校园最美的风景线，并承诺努力
做到“三不”：不当残忍的欺凌者，不当冷漠的旁观者，不当沉
默的受害者。图为“拒绝校园欺凌”主题班会课现场。

（本报通讯员 钱沈哲 摄）

图为桐乡市乌镇植材小学
学生展示自己的“阅读手账”。

图为4月18日，东阳市横
店镇后岭山小学学生在“跳蚤
书市”上挑选图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