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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园节气社一开始是一个线上

社团。今年 3月 24日，正是疫情严

重，学生宅家上课的时候，“共创共

享”式节气课程实践研究课题组陷

入困境，师生无法走出家门，实践和

研究都无法进行。他们讨论了各种

可能性，“做一个节气公众号”的点

子让五（4）班学生黎翰庭眼前一亮，

在老师的鼓励下，黎翰庭招募了几

个同学成立了节气社团。

社团刚成立那一周的每天晚

上，同学们在约定时间聚在微信群

里讨论，逐渐形成社团运营的模型

——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发布各种

有关节气的文创、食创、艺创作品，

并适当地增添科普类文字。

小学生很少使用手机，在此之

前，黎翰庭都是偶尔浏览自己感兴

趣的公众号，当他筹备时，才发现运

营公众号并不简单。首先，需要申

请一个公众号；其次，设计公众号需

要有个性化色彩。“我们在公众号页

面编辑个性签名和标记社团徽章。

在编辑时，从封面、标题、内容到落

款，每一步都精益求精。”黎翰庭说，

前期，爸爸在技术上给了他很大帮

助，并且每期公众号文章发表前，社

团的其他小伙伴要复查内容有没有

不恰当或疏漏之处，再请老师复核

内容有没有需要改进之处。

第一期公众号推出时，老师

们都觉得非常“惊艳”，排版清

新、雅致，还有自己的团徽。实

小校长李蓓忍不住在朋友圈为节

气社打广告：“小黎花了不到 10天

的时间组织云会议，和课题研发

的教师团队不断碰撞，确定了社

团招募、推广方案，设计制作了

团徽，成立了公众号。今天，是

这个公众号推出的第一篇文章，

虽然还很稚嫩，但我特别想为我

的孩子们打个广告。”

4 月底，成都五六年级学生集

体返校复课时，雅园节气社公众号

已经连续发表两篇文章了。现在，

节气社由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 11
个人，文创部、食创部、艺创部也有

了相对固定的同学坚持创作，而小

黎始终是那个“第一候补”，只要哪

个部分有需要，他马上补位。

“线上线下都能工作的模式，

让这个学生社团‘活’了下来。”

五 （4） 班班主任江源是“共创共

享”式节气课题组成员，她见证了

节气社从无到有的过程。她发现，

在今年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的情况

下，许多学生社团因为不能聚集，

没办法组织活动，而这个具备线

上、线下双重模式的学生社团，却

保持了活力。

成都11名小学生运营公众号，科普24节气——

把学生社团搬到把学生社团搬到““云端云端””
这个暑假，“实验小学雅园节气社”公众号照常更新。大暑和立秋两个节气到来之际，成都市实验小学雅园节气社的11名五

年级学生分别用一周时间，有的回老家开展田野调查；有的拿起相机、画笔记录所见所感；有的走进厨房做美食。用一篇融入“文

创+食创+艺创”的公众号文章，展示节气与日常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今年4月3日以来，该公众号已连续更新了9篇节气科普文章，获得了师生、家长的一致好评。有老师感慨，孩子们是“雅园

版李子柒”，家长看了孩子们的文字表示“仿佛回到了童年”。

■ 记者 胡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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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学生社团
有了新气象

2020 年注定与众不同。

疫情严防严控成为常态，如何

在“不松劲”防疫抗疫的同时，

有序恢复学校的各项教育活

动，让学生的成长不缺席？各

学校纷纷把重要活动搬到了

线上：线上开学典礼、校长视

频讲话、录制成长大片、线上

教研活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教育形态，逐渐成为校园

生活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令人欣喜的是，成都市实

验小学节气社的孩子们将学

生社团也搬到云端。线上线

下都能沟通，作品在公众号文

章中呈现，解决了学校不能聚

集人群的难题。做集体活动

的减法，做互联网的加法，让

节气社在学生社团活动普遍

偃旗息鼓的环境下，找到一条

新路子。

居家学习的经历，彻底打

破了小学生使用电子产品的

技术壁垒。从想要做一个公

众号到第一篇文章成形，节气

社的孩子们只花了 10 天。

“文创+食创+艺创”，立足原

创的做法，展现了儿童视角对

于节气的鲜活感知。24个节

气就是 24 个小目标，一群人

共同完成一件有价值的事，在

其中不断创造、迭代，就是成

长中最美的风景。

记者也曾担心，当学生社

团遇上“互联网+”，会不会影

响视力？黎翰庭说，其实只有

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电

脑或父母的手机，偶尔的集

中讨论不超过半小时，大家

还会发语音，放在一旁听就

行，平时大部分消息由父母

代为转达，主要工作是在线

下完成作品。

记者手记记者手记
拒绝“百度文”，文创、

食创、艺创齐上阵
“田间，黄澄澄的稻穗挤在一起，沉甸甸

的斜着身子，弯着腰；一把把利剑似的稻苗

已然淡黄，没有了往日的葱翠，但依旧傲然

挺立；田埂上的黄豆也即将成熟，挺着鼓鼓

的肚子，稳稳地挂在豆秆上；丰满的玉米由

绿变黄，农民伯伯正在忙着扳玉米；高粱也

被伯伯们收回家，捆在一起晾晒，红彤彤一

片……”

这是学生方泓超立秋前夕回到位于隆

昌乡村的外婆家，所看到的景象。“立秋是秋

天的开始，意味着凉风的到来，还有厉害的

‘秋老虎’。”方泓超说，立秋时节，山野的颜

色并不是马上就金灿灿的一片，而是黄绿相

间。比如，玉米棒子是金黄的，但玉米秆和

玉米叶却是翠绿的。

实践出真知。节气社的科普文章几乎

不用“百度文”，孩子们在网上搜集的资料，

经过总结、提炼、验证后，才在文章中使用，

让科普有“温度”，也有了属于孩子的灵气。

如今，公众号已形成三个较为固定的板块：

文创、艺创、食创。

文创就是根据节气的特点写一篇小作

文。除上学日外，方泓超几乎每个节气都要

回一趟外婆家。漫山遍野的花草树木，一年

四季不同农作物的生长状态，外婆口中关于

节气的种种民间谚语，都是他写作灵感的源

泉。方泓超每个节气都有文创作品，俨然成

了一个“专栏作家”。

学生钟茜霖的外公外婆是北方人，奶奶

是广州人，通过她的文字读者能看到南北方

不同的习俗，这些藏在和亲人们有关的记忆

里：小暑节气，阿公会带着她赶集买新酒；大

暑节气，姥姥会泡嫩姜、做冰粉；芒种时节，

家乡人架锅煮青梅酒……

食创则是根据时令特点制作一些饮品

和菜品。几个爱好美食的同学，从购买食

材、清洗到烹制，都自己动手。成品出锅，做

一个漂亮的摆盘，拍几张美美的照片，配上

文字，“色香味俱全”的食创作品就完成了。

光有故事和美食还不够，同学们还加入

了绘画、摄影、视频、朗诵、弹唱等多种表达

方式，这就是艺创的部分。为了一首背景音

乐，几个同学预约了学校钢琴角，背上小提

琴，自弹自唱并进行录制。为了吸引更多的

人参与进来，同学们还邀请有艺体特长的同

学当“飞行嘉宾”。

时间回到 2019 年 3 月，在区级

课题《师生‘共创共享’式节气课程

实践研究》答辩会上，专家突然向黎

翰庭发问：“学生参加课题研究能做

什么？”黎翰庭毫无准备，突然灵机

一动，说：“我们主要是在老师江郎

才尽时，给他们提供灵感，让他们研

究的东西有新意。”一句话让严肃的

气氛一下子缓和下来，专家点头表

示肯定。

从这以后，师生都在思考，如何

让学生发挥主人翁意识。课题组曾

在学校做过大型游园活动，师生一

起“摆摊”，邀请同学们体验节气相

关的习俗，课题组的同学们还当起

了节气小使者，在展览区域给学生

讲解节气知识。也曾研发一些节气

课程，请共研的学生提意见。传统

的共研模式中，学生能参与的只是

其中一小部分内容。节气社的成

立，让学生彻底成了主角。

“课题组没有一个老师做过公

众号。”江源坦言，或许正因为这样，

学生具备了完全的自主性。节气社

的群里有 3 位老师常驻，语文老师

在文字上把关，美术老师在设计和

拍摄上提建议，社团或者公众号运

营遇到瓶颈时，老师们及时反馈，一

起想办法解决。

孩子们的成长看得见。江源发

现，小黎一开始事事亲力亲为，逐渐

带动同学们一起参与，到现在同学

们投稿积极性越来越高，质量也越

来越好。早期，每期文章提前两三

天准备，常常措手不及，现在至少提

前一周，准备更为充分。

对于方泓超来说，加入节气社

让他的写作风格发生了变化。方泓

超妈妈郭芬介绍，孩子从小就有写

日记的习惯，以前，爱写外太空历险

记这种想象类题材，现在的文章多

了很多写实的内容，细节描写也更

加逼真、形象，常常勾起她的童年记

忆。

黎翰庭最大的感触是，收获了

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做团长、

做公众号的经历让他思考了很多，

也成长了很多。而他的初心始终是

让传统的二十四节气文化不要消失

在历史长河中，而是被更多人接受

和传承。

“不管在农村还是城市，只要你

仔细观察，就能感受到二十四节气

带来的变化。”黎翰庭说，关注二十

四节气给他带来的更多是精神上的

收获，以前，放暑假就是看书、做作

业，现在会关注身边动植物以及天

气的变化。

这几天，节气社的同学们又在

为处暑节气准备素材。黎翰庭最大

的心愿是新学期社团能吸引一些低

年级同学加入，共同把节气文化传

承下去。

从“学生参与”到“学生主导”，收获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从线上到线下，走出学生社团的新路子

“实验小学雅园节气社”日常线下活动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