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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 倩

站在雾气萦绕的元溪桥上，两根

状元杆伫立左右，旌旗迎风飘扬，孔夫

子在前方迎接；环顾四周，亭台楼阁古

色古香，充满江南气息；学生三五成群

走过，向教师道“先生好”……一脚迈

入杭州市钱塘区文思小学，恍惚间以

为自己穿越到了古代的书院。

坐落于杭州市钱塘区医药港小镇

的文思小学很年轻——2018年才建成

招生，然而校园里却有许多“老东

西”——“这块碑是嘉庆年间的一所学

堂的，那块牌匾是清代一个状元家的”，

“这棵树来自孔子家乡，那棵树是从徐

志摩的老家移来的”……与校门外其他

高大的现代建筑不同，校园里一砖一瓦

一草一木间都流露出了浓浓的传统文

化气息。更令人惊奇的是，一只石狮

子、一块石碑、一块匾，甚至一棵树都有

故事，它们大多是校长吕建生从全国各

地寻来的，与浩瀚历史长河中我们熟知

的那些文人、教育家有着这样那样的渊

源。“这一切都为学校营造出了静谧的

书院氛围，但我们并不只在环境上做文

章，我们想探索现代化的书院教育模

式，所以平时更愿意称它的雅名‘海达

书院’。”吕建生介绍。

不拘一格走教制，让学生遇到好教师

古时候家长为孩子挑选书院更多

是在挑选先生。现在，不同班级之间师

资配备情况依旧是家长们关心的重

点。为了打消家长们的担忧，文思小学

推出了教师走教制。走教，顾名思义，

就像学生“走班上课”一样，教师“走班

教学”。吕建生介绍，学校要求每名教

师都有专精的一课，全年级各班都由其

教授，“让教师教自己擅长的内容，这

样，学生的每堂课都会由擅长的教师来

教，家长们也就不用担心班级之间会师

资不均了”。

以语文学科为例，寓言、古诗、童

话、诗歌……每名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特长选定一个主题，从各单元挑选

相应的课文进行“走教”。最近，二（3）

班语文教师滕姗选择“走教”的是童话

课《纸船与风筝》。

“给我们班上的时候，要注意引导

学生多表达，鼓励他们说一说小熊是怎

么表达和好意愿的。”“对这个班来说，

引导学生的发散思维很重要，可以多给

些时间让学生思考自己遇到同样的问

题会怎么解决。”……在自己班级上完

《纸船与风筝》一课后，滕姗来到教室后

方，悉心听取语文组其他教师的教学意

见和建议。接下来的几天，二年级其他

班级的这一课都由她来教授，在滕姗看

来，这对自己的教学能力是一大挑战：

“一堂课要在各个班都能上得好，让不

同的学生都爱听，是很难的。”这激起了

她“磨课”的动力，“不能让学生说滕老

师的课不如其他老师的好”。角色扮演

引起阅读兴趣，发散提问引导深入思

考，小组讨论提升学习效率……除了用

上多种教学手段，为了“知己知彼”掌握

各班学生的特点，课前滕姗还邀请其他

班级的任课教师来听课。“不同班级班

风不同，学生也存在个性差异。我对其

他班的学生没那么了解，因此其他教师

的听课意见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调整

教学重点。”滕姗说。

“走教”促使教师们“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成效如何呢？“滕老师让我们

戴上头饰当小熊和狐狸，当时我特别想

表演一下，手举得很高很高。”“我说不

出表示高兴的词语，滕老师特地表演出

眉开眼笑、手舞足蹈的样子，鼓励我说

出词语。”“滕老师会在我们听不懂的地

方联系生活举例子。比如很容易弄错

的‘漂哇漂’和‘飘哇飘’，滕老师就告诉

我们元溪桥下的池子里‘漂’着荷叶、荷

花，操场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

样一听我就明白了。”记者随机采访了

二年级的几名学生，滕姗的童话课获得

了一致好评。

包罗万象工作室，让教师找到归属感

漫步校园时记者发现，教学楼的教

室门上贴着钟旭鲸先生工作室、楼天扬

先生工作室、沈青先生工作室等标识。

原来，每间教室就是一间“先生工作

室”，担任班主任的教师以此为根据地，

不仅在此办公，还依照自己的爱好特长

与学生一起设计布置，将教室打造成特

色主题工作室。

走入钟旭鲸先生工作室，中药材的

气味扑面而来。五（5）班班主任钟旭鲸

热爱传统中医药文化，学校推出“先生

工作室”计划后，她便打定主意打造一

间小型中医药博物馆，让中医药文化进

校园，传承弘扬国粹。

在墙上张贴华佗、孙思邈、张仲景

等名中医画像；带领学生画中草药，做

成独特的药板贴在教室里；在角落里

放置人体经络图模型，教学生辨认穴

位，尝试贴耳穴；在教室后方开辟药博

园，陈列白术、白芍、元胡、玄参等新老

“浙八味”草药；在端午节组织学生一

起做香包，在冬至日包饺子并讲授食

药同源思想……郁郁中药香，悠悠育

人曲，这间小小的中医药博物馆对班

风建设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医文

化中的儒者之风让学生学会静下心

来，不急不躁。还有一些学习成绩并

不出色的学生在学习中医药知识的过

程中找到了自信。”钟旭鲸介绍，有个

学生原本很调皮，成绩也不好，由于爸

爸是园林工作者，班上开始打造中医

药博物馆后，他就向爸爸请教怎样辨

识、种植草药，久而久之，在各种中医

药主题活动中都有出色表现的他找到

了学习的乐趣。

离开钟旭鲸先生工作室，转身可

见一片小花园，原来这是沈青先生工

作室的成果。五（2）班班主任沈青介

绍，她希望以美的环境影响心灵，“让

学生做鲜花般的孩子”，便决定营造一

间花香工作室。在教室外的空地上开

辟出一片小花园，在教室里搭建鲜花

主题博物馆，摆放大量花艺园艺方面

的书籍……有了鲜花萦绕的环境后，

她还鼓励学生积极开展“每周一花”的

研究——每名学生每周选择一种花，

了解它的成长过程、生活习性，并制作

成小卡片及PPT向全班展示。“学生们

常常替我出谋划策，说要在这里放点

盆栽，在那里贴一点展示画，还会带来

花草。”沈青说，工作室拉近了她和学

生的距离，让她对学校、对班级更有归

属感，“这是我的一方小天地，我要把

它打造好啊！”

“学校很新，教师们也都很年轻，要

让年轻教师们沉下心来教学，就要让他

们对学校有归属感。”吕建生透露鼓励

教师们建设“先生工作室”的目的，“古

时候书院就是先生的家，现在要让教师

觉得学校就是自己的家。”

不拘一格走教制，包罗万象工作室
杭州市钱塘区文思小学探索现代化书院教育模式

□胡欣红

2022年1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

式施行。这是我国首次就家

庭教育进行专门立法。“家事”

上升为“国事”，父母们开启了

“依法带娃”的时代。

随着我国社会转型速度

加快，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

正发生深刻变化，家庭教育存

在的问题日益凸显，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尤其是在“双减”

政策推进过程中，不少家长受

困于不科学的教育观念，滋生

了严重的焦虑情绪，亟待化

解。在这样的情形下，家庭教

育正式入法可谓正当其时。

那么开启“依法带娃”模

式之后，家长们会不会动辄得

咎？的确，在家庭教育促进法

实施之后，不履行、不正确履

行家庭教育责任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

律后果；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案

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

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

行为的，还要根据情况对监护

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

受家庭教育指导。但家长们

也不必过分担忧，从立法意

图、法律条文来看，该法也并

非想给出家庭教育的标准答

案，而是重在发挥纠偏、指引

和赋能的作用，帮助家长更好

开展家庭教育。

“依法带娃”时代，当好一

个合格家长成了为人父母的

必修课。误入歧途的“熊孩

子”往往与“熊家长”密不可

分。前不久，媒体披露内蒙古

巴林左旗一个平均年龄只有

17岁的恶势力团伙，就颇具警

示意义。该团伙 19 名被告人

（有8人在案发时尚未成年），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实施强

奸犯罪45起。据媒体分析，该

团伙中有多人来自离异家庭或者父母常年在

外务工，家庭教育缺失是这些误入歧途的年

轻人共同的特征。“小恶魔”并非天生的，也不

是突然长成的，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家庭教育

能及时发力，给予正确引导，情况也许就会截

然不同。

在“依法带娃”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学校

和家庭配合无疑是关键所系。学校和教师、

家长，都要重视家校沟通，及时传达孩子动

态，引导孩子向上向好发展，不管是学业，还

是人生观。

家庭教育从“家事”上升为“国事”，当然

也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发力。家庭教育促进

法不仅从家庭责任、国家支持、社会协同等方

方面面作出了详细的规定，更对家庭教育的

内容和方式等给出了引导性的规定，并建立

了一套工作机制进行推动，鼓励高等院校开

设家庭教育课程，培养家庭教育专业人才，还

要求将家风建设纳入单位文化建设，支持职

工参加家庭教育活动。学校、家庭和社会应

更好地形成合力，共同为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营造良好氛围。

﹃
依
法
带
娃
﹄
，做
更
专
业
的
家
长

□本报通讯员 江潇扬 张 颖

寒冷的冬季，躲在温暖的房间里，手

捧一杯热腾腾的奶茶，是再享受不过的

事情了。但是奶茶要怎么做？近日，温

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四（5）班的学生们

就走进当地奶茶店，制作了新年的第一

杯奶茶。

第一次走进操作间，学生们好奇地

围观着每一个器具。随后，在工作人员

的带领下，他们切杧果、剥葡萄，放上水

果丁，加入热水、搅拌均匀……一杯美

味的奶茶就出炉了。“这奶茶比我平时

买的要好喝多了。”品尝着自己亲手做

的奶茶，学生们兴奋地说道。当天，他

们还当了一回小小服务员，对顾客喊出

了“欢迎光临”的口号。

家长武涛是本次奶茶店活动的策

划者。在他看来，这样的活动孩子们

不仅玩得开心，还能学到不少技能。

同行的一个家长也对这样的活动赞不

绝口：“‘双减’政策落地后，孩子的休

闲时间多了。为了避免孩子周末在家

看电视、玩手机，我一直绞尽脑汁地思

考各种周末活动。不过现在，再没有

了这样的烦恼。”

原来，从去年10月份开始，大溪小

学就创建了家庭劳动教育联盟。学校以

班级为单位，以5~7户家庭为一个联盟，

利用双休日开展各类劳动教育活动。

“组建家庭劳动教育联盟，既让学

生在周末有事可做、有处可去，也改善

了亲子关系。”校长王晶鑫表示，在“双

减”背景下，教育更需要家校合力，学校

应充分运用家庭中蕴藏的劳动资源，把

劳动教育下沉、再下沉，让学生在习得

基本劳动技能的同时，通过家庭间的联

盟，扩大学生们的朋友圈，丰富他们的

生活。

现在，每到周末，大溪小学校级家

委会微信群里的消息便会刷个不停。

开蛋糕店、做饼干、摘柿子……丰富多

样的活动令人拍手叫好。不少家长还

使出了十八般武艺，利用公众号、视频

等形式记录下每一次活动。武涛坦言，

在家庭劳动教育联盟开展前，自己和其

他家长的沟通联系比较少，“现在，我们

在活动中可以互相交流，班级的氛围也

更融洽了”。

“以前周末跟爸爸妈妈多是到公园

里散步。现在既能玩，又能学，还和同

学们一起玩耍，感觉快乐加倍了！”现在

的家庭“组团”活动，已经成了五（8）班

学生蒋可欣周末最期待的事情。

截至目前，大溪小学已经开展了30

多场家庭劳动教育联盟活动。王晶鑫介

绍，随着家长资源在教育中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学校还开辟了“成长学

堂”，针对家长在亲子交流中的一些问题

和困惑，请有经验的家长来校分享心

得。在相互的交流分享中，家长解决了

问题，也提高了亲子沟通能力。接下来，

大溪小学将以家庭为单位，继续建立家

庭亲子阅读联盟、家庭研学联盟等。

家庭“组团” 快乐加倍
温岭市大溪镇中心小学创建家庭劳动教育联盟

金华市金东区光南小学：

迎来首个校园“职业日”

本报讯（通讯员 金玉珍 应 锦）身穿白大褂，

小小听筒胸前挂，我是救死扶伤的小医生；头戴小警

帽，腰挎小手枪，我是除暴安良的小警察；穿上消防

衣，坐上消防车，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消防员……近

日，金华市金东区光南小学迎来了首个校园“职

业日”。

据悉，为了引导学生了解职业教育、体验职业

乐趣、展望职业前景，光南小学遵循“发展自我唤醒

潜能、科学规划、助力成长”的原则，将每年12月定

为职业生涯规划养成教育月。

在“玩转童年，职业体验”活动现场，各班级和

社团以海报的形式呈现了对各种职业的认识感受

及体验成果。学生们还变身为“职场达人”，并在签

名墙上签下自己的姓名和职业，排名靠前的职业梦

想分别是：警察、教师、医生、宇航员、运动员。

“让孩子们了解职业，也就是从小确立梦想，

只是这个梦想更实在，目标更具体。有了职业梦

想，孩子们会更加脚踏实地去努力。而且，职业梦

想一般都跟孩子们的兴趣相关，这样也更便于他

们将兴趣爱好拓展得更深，而不是浅尝辄止。”光

南小学校长李建生介绍，学校将开设相应的个性

化课程、课后拓展服务课程及课外实践体验课程，

还会请各行各业的家长来当职业课的教师，让学

生们了解不同职业的真实情况，也体验父母的日

常生活。

粽叶被编成了“王冠”，番薯藤、南瓜叶被织
成了一条条华丽的燕尾裙……为引导幼儿认识
农作物、亲近自然，近日，浦江县檀溪镇中心幼
儿园举行了“农作物时装秀”活动。孩子们的衣
服、头饰、挂件都是利用农作物设计制作而成。
他们踩着动感的节奏走在红地毯上，配上萌萌
的表情、酷酷的动作，举手投足之间尽显风采，
俨然就是一个个专业小模特。

（本报通讯员 潘巍燕 摄）

为了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近日，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中心小学利用家长
在校门口等待孩子放学的空档期，开展“校门口·微宣讲”活动。红船少年宣讲团成员们结合新鲜出炉的
彩印版《绽放》班报上的“学习全会精神”文章进行宣讲，接地气的宣讲方式和自信亲切的语态吸引着在
场家长细心聆听。“校门口·微宣讲”已经成了家长们学习全会精神的“加油站”。

（本报通讯员 罗雪峰 摄）

红船少年微宣讲红船少年微宣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