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
责任编辑：朱 丹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87

E-mail：jcjyb4@163.com4 2020年6月3日 星期三

总编辑：陈宁一 编辑出版：浙江教育报社 社址：杭州市文三路求智巷3号 邮政编码：310012 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零售价：每期1.50元 广告许可证：杭工商广字330100400123号 广告联系电话：87778177 印刷：杭报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218号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实习记者 秦钰阳

新学期，开化县村头溪的河滩边

上又出现了村头镇中心小学美术教

师的身影，他们从这里寻来一颗颗卵

石交到学生手中，让孩子们以卵石作

为画布创作出特别的画作。这一次，

卵石画的主题是“向英雄致敬”，学生

们用画笔细致地描绘出他们心中的

抗“疫”英雄，以五星红旗、白衣天使、

防护服等元素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

爱、对生命的尊重。

村头镇中心小学位于开化县东

北部，是一所山区小学。作为钱塘江

源头地区，当地雨量充沛，然而在雨

水少的时节，形状各异的卵石就会裸

露在溪流两侧的河滩上，形成独特的

天然风景。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引起了该校美术教师的兴趣：对于

农村娃来说，卵石除了可以打水漂，

还能怎么玩？如果把五颜六色的颜

料涂到卵石上，不就成为艺术品了

吗？于是，该校的两位美术专职教师

投入卵石画特色课程的开发和实施，

走出了一条农村学校探索美育发展

的新路子。

“卵石取材方便，在当地随处可

见，正是学校所需要的拓展课程资

源。”校长胡亚明介绍，该校卵石画

特色课程开发小组成员除了美术组

教师外，还邀请了当地资深民间艺

术爱好人士共同参与。根据学生的

年龄特点，课程小组开发了高低两

个年段的课程教材。低段教材适合

一、二年级学生，课本为《我们的小

伙伴——卵石》，内容涵盖“认识卵

石”“卵石的作用”“卵石拼拼图”“可

以这样玩”4个板块，主要目的在于

帮助学生了解卵石这一家乡独特的

天然产物；高段教材面向三至五年

级学生，课本为《卵石也疯狂》，内容

包括“卵石画欣赏”“选材与造型”

“卵石画创作”“石头也有生命”等，

旨在让学生学会感受美、欣赏美、创

造美。

每周三下午是学校的拓展课时

间，而卵石画特色课程是学生参与率

最高和最感兴趣的课程。目前，这门

课程开设了高段和低段两个班，每个

班的人数控制在30人左右。课程实

施者之一的刘嘉介绍，每学期，教师

们会根据本学期学生的实际情况，对

课程教材进行调整，从而确定具体的

课程内容。“比如，最近孩子们对果园

里的蔬果比较感兴趣，教师就会带着

他们去河滩边寻找与之形状相近的

卵石，然后带到课堂上来铺色、绘制

细节。”刘嘉举例说，一件卵石作品基

本上一下午就能完成，这让学生们产

生了很大的成就感。

办公桌上的“盆栽”、窗台上的

“仙人掌”、树下的“松果”、草丛里的

“蜗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学生

们的卵石画作品扮靓了校园里的每

一个角落，卵石画特色课程也成为该

校美育的一个亮点。“卵石画课程不

仅能陶冶情操，还有利于促进农村孩

子的全面发展。”胡亚明说，学校的办

学理念是“让每一个学生享受成长的

快乐”，大自然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

尽的美育资源，我们就努力引导农村

孩子感受自然之美、生活之美。

□本报记者 朱 丹

5月20日至6月20日是全国

第九个学前教育宣传月，今年的主

题为“特殊的时光，不一样的陪

伴”。教育部提出，宣传月期间，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发挥教科研机

构和幼儿园的专业优势，通过远程

答疑、案例展示等方式向家长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开展科学育儿指

导，切实解决家长的育儿困惑；同

时，加强教师与幼儿及家长的互动

交流，家、园共同培养幼儿良好的

生活卫生习惯，合理安排幼儿一日

生活，通过高质量的游戏活动，促

进幼儿健康成长。

目前，我省幼儿园已经全面复

学。开学以来，各地幼儿园一方面

因地制宜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另一

方面对幼儿进行及时的、必要的健

康教育，把工作重心落在幼儿生活

卫生习惯的养成上。幼儿园教师

和家长们都力求在这段特殊的时

期，抓住教育契机，带给幼儿不一

样的成长体验。

多一些体验，少一些说教
“赶走病毒君”“病毒消消乐”

“一米火车碰碰碰”……儿童节这

天，丽水市莲都区培红幼儿园结合

防疫知识开展了“‘疫’起玩转‘六

一’”的游戏体验活动，不同班级幼

儿在体验游戏的同时了解病毒，学

习如何做好个人防护。“比如，在

‘一米火车碰碰碰’游戏中，教师们

用废旧的横幅拧成长绳，每间隔一

米就打上一个结，孩子们手握打结

处玩开火车游戏，由此意识到疫情

期间要与同伴保持一米左右的距

离。”该园教师吴旭勇举例说。

“复学后，幼儿面临的学习生

活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幼儿园里出现了‘一米线等

候’‘分隔就餐’等新事物。这些变

化意味着幼儿要重新调整并尽快

适应在园生活。教师应意识到这

种变化就是即时的课程资源，并应

抓住时机创设课程活动，从而帮助

幼儿理解并接纳新变化。”宁波市

海曙区学前教育发展中心主任、省

特级教师邵爱红建议，作为教师，

要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设计游戏

活动。比如，面对小班幼儿，教师

要以形象生动的情境游戏，指导幼

儿学习正确戴口罩、科学洗手等日

常卫生习惯；而中大班幼儿则可以

有更强的参与性，教师放手让幼儿

自主安排在园生活，像小组讨论一

日健康饮食菜单、创意设计满足运

动需求的室内活动等。

“一直以来，培养幼儿良好的

卫生习惯是幼儿健康教育的目标，

也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内容。疫

情期间，家庭对幼儿个人卫生习惯

的培养越来越重视，许多幼儿园在

复学后也以游戏活动的方式进行

了各方面的渗透。”杭州观成幼托

园总园长、省特级教师杨蓉强调，

幼儿的学习与发展更多地需要体

验式的游戏活动，成人应避免说教

式、口号式的空洞教育。

着眼于长远，落实在当下
不久前，温州市教育局发布了

《温州市幼儿园常态化疫情防控一

日活动指南》，要求区域内各级各

类幼儿园参照执行。温州市第四

幼儿园结合本园实际，编制了具有

实操性的《温州市第四幼儿园常态

化疫情防控一日活动指南》，分别

从幼儿、主班教师、配班教师、保育

员的角度细化一日生活各个环节

的行为规范，同时还将家长职责作

一一罗列。

“尽管这份活动指南的主要内

容指向疫情之下的防控措施，但其

中关于幼儿的部分，可以说将个人

卫生习惯培养渗透到了一日生活

的各个环节。疫情结束后，一些做

法与经验，依然可以在幼儿园继续

沿用下去。”温州市第四幼儿园园

长、省特级教师金晓群告诉记者，

幼儿从小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是

维护健康的积极方式，这不仅能有

效减少各种病菌对幼儿身体的不

良影响和伤害，而且还能使幼儿终

身受益。

“幼儿阶段是良好行为习惯养

成的重要时期，但因其内容较多且

烦琐，往往不容易持久。教师和家

长首先要正确认识到，养成良好的

生活卫生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要着眼于长远，落实在当下。”杨

蓉说，在幼儿园，除了游戏体验，教

师还可以通过环境创设、绘本阅读

等方式让幼儿在耳濡目染中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在家庭中，家长要与

孩子多交流，亲子共同制订家庭健

康生活计划表，并按照计划执行。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馨指

出，幼儿良好卫生习惯的养成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和教师在幼儿

的日常生活中要耐心引导，逐步帮

助幼儿获得相关的能力，养成良好

的习惯。关于如何持之以恒地帮

助幼儿，她建议从知识、态度、行为

三个方面着手，具体包括向幼儿传

递浅显的、基本的卫生保健知识，

培养幼儿保健的意识与态度，以及

培养幼儿保健的行为、能力与习惯

等。“我们应将幼儿健康知识的获

得、健康意识的养成，以及保健能

力与健康习惯的形成三者有机结

合，相互促进。”她说。

特殊时期，给幼儿不一样的成长体验□朱建人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吴志明

领衔提交“为中小学生减负”的提案。百余

委员联名在提案中建议，全面提高体育权

重，探索实施体育测试过程性评价，将体育

科目纳入中高考考试科目范围，并设置与

语文、数学等主科同等分数，以激发学生、

家长、学校内生动力。

两会结束没几天，有媒体报道，我国

“强基计划”36 所试点高校公布的招生简

章里均提到考生必须参加体育测试环节，

且成绩将作为考生录取的重要依据。其中

23所高校还明确表示，体育测试具有一票

否决权，即无论考生的高考成绩和学校考

核（笔试、面试）成绩有多高，如果考生无故

缺席体育测试或测试不合格，均直接失去

录取资格。

如此看来，体育纳入高校升学考试已

经迅速从“提案”进入到“实操”阶段。毫无

疑问，这样的提案与招生改革，其初衷是希

望刺激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与学生重视体

育锻炼，以在全社会达成“健康第一”的共

识。然而，对于这个提案以及“强基计划”试

点高校招生简章中有关体育测试规定的科

学性与可行性，实在还需要作一番严格的

论证。因为这样的改革决策关联到的是一

代青少年学生的学习成长，要用好这根“指

挥棒”，非慎之又慎不可。

其实，早在7年以前，就有委员代表在

两会上提出“将体育纳入高考”。之所以至

今未能实施，笔者看来，并非国家不重视体

育，也非时机尚不成熟，而是确实需要我们

站在学生发展的角度去关注并厘清一些根

本性问题。

笔者以为，体育能否纳入高考，必须厘

清两个基本要点：一是为何要将体育纳入

高考，二是体育如何纳入高考。

为什么要将体育纳入高考？很多人认

为，是为了大力推动中小学校重视体育，让

学生增强体质。这样的理由似乎站得住

脚，但问题在于，“一考就灵”的思维模式已

经把当下的中小学生压得喘不过气来。依照这一思维模

式，为落实那些“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高考估计还需

要增加许多科目，譬如德育、美育、劳动技能教育等为何

不纳入考试范围呢？从本质上来说，体育对于个人而言，

是提高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机体，是为了满足人身体

健康的需要和生活休闲的需要，绝不是对学生的体能进

行强化训练，以满足未来考试胜出的需要。目前，许多地

方的体育评价把体育简单化地变成应付测试所需的“跑、

跳、掷”，导致学生厌倦体育，假如类似的评价再纳入高

考，对学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若体育纳入高考，又该怎么考？为了保证高考的公

平性，考试必须具有量化的数据指标，也就是必须具有可

测量性，那么必然就要从能体现“更快、更高、更强”特征

的体能竞技项目着手。这种项目必定是与大众健身体育

相悖的，与“重在参与”的体育精神也不相协调。同时，对

在不同遗传特征和不同教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学生也颇

为不公平。假如高考体育科目不看硬分数而讲软实力，

看重的是过程性评价，比的是习惯和态度，这倒是符合体

育要义，但却难以保障考试的公平性。

那么，除了考试外，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增加学生参

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其实，大多数的青少年天性就是

喜爱体育运动的，只是由于学业负担重，他们的这种天性

被压抑了。窃以为，学生体育运动的积极性要考虑的不

是如何调动，而是如何不去打压和禁锢。这就需要我们

从学校教育抓起，切实转变观念，全社会协同起来，给学

生营造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

愿教育改革决策多一些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切实

把学生的终身发展需要视作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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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地取“石”，别具“画”心
一所山区小学的美育初探

视点第

本报讯（通讯员 单国荣）不久前，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中

心小学举办了一场线上科技节，学生们打开家庭实验室之门，

与父母一起制作科学小实验，展示战“疫”小发明。自2018年

成为嘉兴市首个学校科协试点以来，该校着力于培养学生的科

学素养，创设了形式多样的科技综合实践活动。

疫情期间，该校基于STEM教育理念，结合防疫重点推出

“云上实验室”项目，携手家庭开展居家实践活动。一直以来，

该校每个班级每个学年都有自己的活动主题，各班的科技兴趣

小组平时通过问题研讨、动手制作、测试修正等环节创作科技

小发明。每学年结束之际，该校以科技创新大赛的形式进行成

果展示评比。从年级展评到校级展评，由学校评选出的优秀科

技作品还参加了全国中小学劳技教育创新作品大赛，如学生徐

家欢发明的“左右翻板”获得金奖，“锦鸡菊花”“竹石”等6件作

品获得银奖。面对学生们的科技作品，该校还为其申请专利，

目前已有10多件作品成功申请了专利。近来，该校还整合不

同形式的综合实践活动，开设了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星课程”

系列活动。为了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七巧板、纸牌、魔

尺及魔方等学生喜爱的元素被纳入“星课程”。

嘉兴一学校创设多形式科技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吴 洁 尹冰心）
“这是我画的”“往前行动两步”“生病了，就

该去医院”……幼儿园复学后，浙江师范大

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幼儿园园长

陈桢为该园幼儿送上了一份礼物——“疫

战棋”。一拿到这份礼物，孩子们就组队

研究起了玩法。

据悉，疫情宅家期间，该园幼儿曾收

到过一封来自“园长妈妈”的信，内容是

如何减轻孩子对新冠病毒的恐惧，鼓励

孩子和家长关心疫情发展，如何做好自

我防护等。“之后，我的信箱收到了100多

封回信，孩子把自己理解的防疫行为通

过绘画的形式表达出来。”陈桢介绍，该

园挑选出了50多幅幼儿绘画作品，制作

成了“疫战棋”的棋谱和奖惩机会卡。打

开“疫战棋”，里面有40张机会卡、2粒骰

子、8枚棋子、1张棋谱等物，机会卡上图

文并茂地罗列了勤洗手、戴口罩、不聚

众、关心疫情等内容。

浙师二幼给幼儿送上“疫战棋”

“受伤后做很多事都不方便”“我要好好保护自
己”……日前，在武义县壶山幼儿园内出现了不少“受
伤”的孩子。原来这是该园幼儿正在参与“受伤日”游
戏体验活动。据了解，该园每年都会举办“受伤日”
活动，引导幼儿保护自己，关爱他人。

（本报通讯员 张其峰 摄）

我不想再“受伤”

近日近日，，长兴县第一小学校园里的卫生清洁工具长兴县第一小学校园里的卫生清洁工具““消失消失””了了，，
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利用废旧物品制作而成的取而代之的是学生们利用废旧物品制作而成的““垃圾收纳垃圾收纳
器”。该校正在开展“校园垃圾‘隐身’”主题实践活动，倡导学
生尽量少制造垃圾并对自己产生的垃圾负责。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敖克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