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9 月 19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刘 蕾 ■本版美编 郭佳卉 19-20
周刊

■何有荣 周有娣

近年来，特别是“双减”政策实施后，
湖南省衡阳市衡南县洪山镇洪山联合学
校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
人为本、充分发挥一切潜能，一切为了学
生发展”的办学理念，对深化拓展劳动教
育的价值与内涵，依托劳技教育，走出了
一条质量立校、特色强校的独特发展道
路，连续10年被评为衡南县教育质量先
进单位。

课程引领 开发学生创新潜质

“原来，西红柿适应较温暖的天气，
适合在春天和夏天播种，4月到7月之间
最佳。”“黄瓜虽然喜湿，但是却不耐涝，
可以选用有富含量的有机质肥沃的土
壤种植它。”……在洪山联合学校主题为

“我与蔬菜交朋友”综合性实践活动课程
上，七年级学生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对
如何种植常见蔬菜进行经验互动汇报。

活动过程中，教师王小国引导学生，
通过“确定主题、拟定方式”“分组活动、
整理资料”“汇报交流、总结评价”的方

式，了解西红柿、黄瓜等蔬菜的生长习
性、生长过程，培养了学生种植蔬菜方面
的劳动技能。

开展“我与蔬菜交朋友”综合性实践
活动课程，只是洪山联合学校构建特色
劳动课程，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开发学生
创新潜质的一个典型案例。

据了解，洪山联合学校组成劳动课程
研发小组，制定劳动课程的教育目标、实
施原则、课程标准、课程形式、考核评价等
课程设置要求，构建“接地气、接生活”的
劳动教育实践课程体系，学校每两周开设
一节劳技课。截至目前，洪山联合学校开
设了农业实践、电子技术、手工工艺、烹饪
技能、艺术欣赏等5大类10余门实践课
程，并根据课程特点进行分层教学：七、八
年级侧重农业、烹饪加工、手工制作方面，
九年级侧重电子电器、艺术欣赏等方面。

注重实践 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在洪山联合学校劳动实践基地，孩
子们拿起镰刀锄头，与农作物甜蜜邂逅;
手工课上，孩子们用心做起精美的叶脉
书签、纸版画等小制作……

在洪山联合学校，不同劳动实践课
的教师能够以劳动场景为主线，创设一
种劳动氛围，用不同的劳动场面引导学
生参与到劳动当中，学习劳动技能，领会
劳动的意义，这也是洪山联合学校推进
持续劳动教学育人的目的。

在构建劳动课程体系的背景下，由
王小国组织自编了10余种劳动教育校
本教材，教材包括活动介绍、操作步骤、
实践体验等内容。校本教材的使用避免
了劳动教育课堂和教学的随意性，同时
要求教师必须按规定学时、规定时间完
成课程任务。

比如，教师在校内对学生开展花草
树木的种植与管理等实践劳动教学，要
求每个学生认领一棵树，每班认领一片
花草，带领学生认识植物、观察植物、了
解植物、管理植物，激发探究性学习的
兴趣，让他们更能体验劳动的辛苦与快
乐，最终养成做事细心和持之以恒的好
习惯。

在推进劳动教学的历程中，洪山联
合学校将劳动实践作为落实劳动教育的
基础，寓思想教育于劳动实践中，努力做
到了实践性与教育性的有机统一。

推陈出新 充实丰富劳动实践环境

有规划、有目标的建设科学合理的
带有劳动教育特色的校园环境，其润物
无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是不言而喻
的。这在洪山联合学校有着生动而具体
的实践。

在科技综合楼过道、走廊张贴宣传
画、标语，一楼以“生活”为主题，二楼以

“环境”为主题，三楼以“艺术”为主题，四
楼以“科技劳技”为主题;在农业劳动实
践基地打造农业文化，以蔬菜为主线，按
挖土——播种——浇水、施肥——采摘
——做菜加工的顺序设计，学生身处其
中便可以认识从蔬菜变为食物的过程，
加深对农业文化的认识与了解;学校设
立绿色展厅，配备了绿色解说员，设置绿
植标识、相关植物的名言警句以及动植
物仿真标本……

洪山联合学校营造良好的校园环
境，可以让学生在社会化、人性化和科
学化的校园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劳
动教育。因此，该校通过建设特色劳
动环境和特色劳动设施，不断加强校
园劳动教育的渗透性，让学生一走进
实践场所就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劳动实
践文化的气息，以此唤醒学生的实践
热情，产生浓厚的劳动实践兴趣，也让
学生于无声处明白“劳技在身边，实践
不懈怠”的道理。

目前，校内劳动实践基地占地
2000平方米，由学生自主种植的蔬菜
有黄瓜、辣椒、茄子、苦瓜、西红柿；洪山
联合学校重点合作研学基地———东
方唐韵农业综合体占地100多万平方
米，分为桃李、蜜桔、桂花、罗汉松、翠竹
等9个主题小园区；开办的农业园占地
约10万平方米，开辟了100多块实验
地、20块试验田和10个微型蔬菜大棚，
配备了滴灌、喷灌、太阳能灭蚊灯等，集
社会化、人性化和科学化为一体的劳动
环境已然形成。

■吴冬梅 李冬梅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以下简称

“附幼”）坐落在华南师范大学校内，始建于

1952年，至今已有70年的发展历程。如何

在一轮轮学前教育改革的浪潮中让“老园”

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适应幼儿的发

展需求，这是附幼团队一直思考的问题。

在梳理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家长

访谈、教师调研、专家论证，附幼团队找准

发展定位，逐步明确了以“真”为核心驱动

力，形成了以“人本·童真”为理念、“求真

知，行真事”为作风、倡导“真知真行，自在

童年”的至真教育体系。

至真教育有两个核心词——“活”和

“真”。育人之路需要有源源不断的活水，

才能培养出具有灵性的儿童。著名儿童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认为“大自然、大社会

都是活教材”。至真教育中的“活水”来源

于儿童的个体经验、社会生活以及他们所

喜爱的大自然。

至真教育以培养“真孩童”为出发点和

落脚点，在教育的过程中充分践行“真生

活，真实践”的原则，让幼儿教育不囿于幼

儿园内，而是与家庭、社区协同共育。打破

原有的单向学习模式，重建了以幼儿为主

体的自主探究式学习，进入社区的池塘、草

地、种植田、图书馆、实验室、艺术工作室

等进行实地参观、亲身体验、调查访谈、实

验操作，极大地扩大了幼儿的视野，丰富

了幼儿实践经验和生命认知。

让幼儿园、家庭和社区三者有序、持

续、稳定地协同育人，是目前幼儿园面临的

最大挑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通过资源

共建、责任共担、优势共组、发展共推、成果

共享，附幼团队在协同共育的路径探索上

取得了突破与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达成一致的“四育”理念。在协同共

育的过程中，需要构建“育幼儿、育教师、

育家长、育社区”的目标体系。幼儿园、家

庭、社区因幼儿联结在一起，育幼儿是至

真教育的根本性目标；而教师、家长和社

区人员是共育的共同体，需要通过育教

师、育家庭、育社区，提升各方的科学育儿

能力，以便更好地支持幼儿健康成长。

打造一个协同共育资源库。从2009

年开始，附幼团队就已经从家长资源、社区

资源入手，初步建立了1.0版本的协同共育

资源库。现在，已发展成由教师、家长、高校

学前专业学生、社区教育实践基地代表共同

组成的资源开发团队，打造了涵盖三大类六

小类的教育资源2.0版本的协同共育资源

库，极大地充实了幼儿学习与发展的内容。

建设一批社区教育实践基地。“到社区

学习”已成为一种独特的学习方式，融入附

幼教育的血液中。正因为有了长期、深度

的合作基础，附幼探索出社区教育实践基

地选择、建设及运行的策略和路径，成功建

成了涵盖科学探究、社会服务、艺术审美、

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共5类20个社区

教育实践基地。

落实一系列协同共育项目。在理念

的引领、资源的保障以及基地的支持下，

附幼的至真教育通过一系列项目达成协

同共育的效果。通过建构幼儿学习、教师

赋能、家长成长、社区受益四个板块的协

同共育项目，幼儿园、家庭和社区形成了

扎实的协同共育局面，有效地营造了“人

人谈教育、处处有教育”的良好教育生态。

不是教育创造儿童的真，而是守护儿

童的真让教育更有意义。附幼协同共育

成果丰硕广受认可，获得了2项广东省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奖，是广东省学前教育

“新课程”科学保教示范项目，助力省内外

幼儿园共同营造协同育人的良好态势。

探索幼儿园探索幼儿园++家庭家庭++社区协同共育模式社区协同共育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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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烟台：
“五为”志愿服务“校园健课堂”启动

近日，由中共烟台市委宣传部、烟台

市文明办主办，烟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和

志愿服务指导中心承办的烟台“五为”志

愿服务活动之“校园健课堂”活动走进烟

台高新区第二实验小学，聚焦“为小”主

题，邀请烟台籍奥运冠军刘诗颖为孩子们

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体育课。活动现场，

刘诗颖还变身志愿者，获聘“烟台市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形象大使”。

中国城市报记者 全亚军
通讯员 王 力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