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 胡敏（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家教周刊

JYDB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５１－００５２ 邮发代号：61－141 第74期 总第3491期 2020年9月26日 星期六 今日4版 四川省教育厅主管 四川教育报刊社主办

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ducation Guide

教育导报
微信号

教育导报网

电子版：jydb.scedumedia.com 邮箱：jjzk-2@126.com 电话：028-86110109 总编辑 屈辉 值班副总编 刘磊 责任编辑 张文博 美编 彭浩然

现象 校园建起了“生态
农庄”

“尝尝学生刚采摘的花生。”刚到电

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龙潭校区，副

校长何亚新就从办公桌上抓起几颗花生

递过来。学校还有地方种花生？见记者

疑惑，何亚新带记者来到操场。从绿化

带旁走过，到达塑胶跑道的另一面，就是

一番新天地。近一人高的玉米秆，已经

长出小小的玉米棒；刚刚收割的水稻，

稻茬上冒出了鲜绿的小苗；池塘里，金

鱼和锦鲤在嬉戏……这些是学校因地制

宜，用绿化带改造的生态农庄。一块又

一块不规则的土地，加起来能种不少农

作物。

近日，电子科大附小 4 个校区的学

生收获了自己亲手种的水稻。利用教学

楼、操场周边的花台，种植的水稻收成不

错。对于这种劳动方式，家长非常认可，

有家长戏称孩子在学校经历了一部“稻

米春秋”。六年级学生赵刚是收割水稻

的主力，他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割水稻

的方法，他说：“刚开始拿着镰刀砍水稻

费时费力，跟农民伯伯学了‘拉一刀’的

方法后，省力多了。”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则是在搬入该

校区时，就专门在教学楼背后规划了一

块农耕用地。这块农耕生产劳动实践基

地叫做“三趣园”，校方希望这个园子

成为“自然美趣的田园，农耕童趣的乐

园，学习智趣的学园”。“三趣园”每年

开园两次，同学们在春分日体验春种，

秋分日体验秋播，并在一学期里体验浇

灌、养护、采摘、分享的农耕生产全过

程。

9月 21日，秋分前一天，伴随“三趣

园”园长老师万琴诗的口令，“三趣园”的

栅栏缓缓开启，同学们欢呼着奔跑到各

自班级的自留地，开始了忙碌的秋播。

同学们有的拿着小铲子、小锄头翻土，有

的捧着种子小心翼翼地播种，脸上洋溢

着快乐的笑容。

创新 为劳动增添趣味性
和科技感

电子科大附小的学生不仅收获了水

稻、花生，还有发豆芽、养蚕等经历。“我

们学生的特点是动手能力特别强。”该校

科学老师蔡小英介绍，学校的科学课重

视学生动手操作的能力。三年级开始，

学生陆续种凤仙花、养蚕、种绿豆，做生

态瓶，做船模，到了六年级，还会开展校

园植物大调查。

“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体验整个劳动

过程，不仅可以验证书本上的知识，还学

会了与他人合作，提高了沟通合作、分享

表达的能力。”蔡小英说，有学生一开始

指着稻谷说是小麦，还有的同学剥开大

米，问为什么大米是黄的，而超市的米是

白的，在劳动的过程中，他们才发现有些

认知是错的。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的“三趣园”

中，有8块土地中间立着一根浇灌喷头，

这是学校引入的现代物联网技术中的一

部分。同学们通过手机或者平板的客户

端，就可以实时查看土壤的温度、湿度，

大气的温度、湿度以及光照度等农作物

成长条件，手指点一点就可以给植物浇

水，还可以调节水量，使植物种植环境达

到农作物最优的生长曲线。

在“三趣园”这个生态村里，学校党

支部书记程智是村长，大队辅导员万诗

琴是园长，每个班级还有一个学生社长，

负责组织同学们参与班级菜园的日常维

护。四年级学生曾志瑞是班级菜园的社

长，现在他在校园，多了一个牵挂，时常

要到园子里看一看菜长得怎样，记录下

问题，等每周一、四，农技师到学校时，向

他请教。

愿景 家校社联合，挖掘劳
动教育的广阔内涵

开展劳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人，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电子科

大附小副校长童欣介绍，学校每周有一节

劳动课，由几所联盟学校共同编制劳动教

材，逐步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现在，劳

动教育还从校内走向家庭。新学期，家长

会收到一份家庭劳动清单，帮助孩子在家

中养成做力所能及家务的好习惯。同时，

鼓励学生加入校内外的志愿者队伍，参与

公共服务活动。不少家长带孩子到农村

感受自然万物的变化，参加劳动体验。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首先要教会

他们用劳动创造价值。”童欣说，我们做

任何事都不能停留在认知层面，必须要

通过持之以恒的动手实践，创造属于每

个人，同时对社会有益的价值。

劳动教育教什么？教育部教材局负

责人介绍，依据《意见》，《指导纲要》对劳

动教育的目标内容做了细化和具体化：

一是明确劳动教育目标框架，具体包括

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具有必备的劳动

能力、培育积极的劳动精神、养成良好的

劳动习惯和品质四个方面；二是明确三

类劳动教育（日常生活劳动教育、生产劳

动教育、服务性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定

位；三是明确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

院校、普通高等学校劳动教育主要内容

和三类劳动教育的具体要求。

教育部明确，保证三类劳动教育的

前提下，各地各校需要结合实际制定具

体劳动教育清单。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总结多年开展劳动教育的经验，推出包

含校园日常劳动、家庭生活劳动、社会公

益劳动、农耕生产劳动、学习创造劳动五

个模块的劳动教育课程群。校长晁宁认

为，将五类劳动落实好的关键，在于构建

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

支持系统。

除校内的“三趣园”外，成都市锦江实

验学校还在校外建学生实践基地。每年

学校组织毕业生到校外基地收割稻谷；和

社区合作开展“小河长来巡河”体验活动；

到医院、餐饮店等地参加职业角色体验。

“城市各类公园、博物馆等资源都是我们

开展学生劳动教育的实践基地。”校长晁

宁说，劳动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

的最佳载体，同学们通过在实践中增长知

识，在项目式学习中增长才干，在小组合

作中增强沟通协作能力，从而实现德智体

美劳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周恩来总理儿时的一句“为中华崛

起而读书”多年来一直振奋着国人，至

今，许多小学生仍然怀着这样的使命感

和崇高感。对于爱国，他们愿意为之付

出什么样的努力？让我们听听孩子们

的心声。

自己有能力创造价值，才是
真的幸福

劳动就是用实际行动创造价值。

只有自己能创造出成果，才是真的幸

福，就像自己炒的菜更好吃一样。希望

未来不光自己活得幸福，还能带给别人

幸福，有一群人可以一起创造更加美好

的社会。我喜欢做有意义的事，比如当

志愿者。

长大后，我想当一名感染科的医

生。这次疫情这么快得到控制，全靠

他们在一线和病毒战斗，医护人员保

护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人。要实现理

想，不能仅仅学习书本知识，还要提

升自己的综合素质，多拓展知识面，

多去参加社团活动，多交朋友，有面

对挫折的能力。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六（2）班学生 张佳怡

增长见识，在劳动中贴近真相
我喜欢看哲学类的书籍，常常思考

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是真实的，还是别

人创造好，把我们拉进来的，或者通过

互联网的算法虚构出来，我们的思想、

行动，都是被设计好的？这些问题，在

书籍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只有在劳

动中，在植物的生长和某个作品制作出

来的时候，感觉更贴近真相。

对于病人来说，健康就是幸福；

对于没有家的人来说，温暖的家就是

幸福。我们现在什么也不缺，在安

全、安逸的环境下，好像幸福就是娱

乐、方便、不无聊。我很佩服一些很

有目标的人，知道自己想考哪所学

校，怎么报答家人，怎么让我们国家

变得更好。我现在年龄还小，希望多

增加见识，也找到适合自己的，值得

用一生去付出的理想。

成都市锦江实验学校
六（1）班学生 刘国栋

希望提升自我，让祖国变得
更强大

我对历史很感兴趣，经常和同学

讨论鸦片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各种

事件，爸妈给我买了很多历史方面的

书籍。看了写圆明园的书，我感到非

常震撼。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一些

事，让我们的祖国更加强大，才不会

受到侵略。我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不

断提升自我。好好学习，考试成绩越

来越好，学识越来越渊博；坚持锻

炼，身体越来越强壮……除了书本知

识的学习，还要大胆实践，开发自己

某一方面的潜能。

爱国就是要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不为国家、社会添麻烦，希望未来自

己能为国家作贡献，比如研制导弹。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五（2）班学生 陈正祥

想当数学家，桃李满天下
爱国可以从小事做起，比如多参加

公益活动，为偏远地区的孩子捐东西；

爱护环境，讲卫生也是为祖国作贡献。

我参加过几次学校、社区组织的爱国活

动，举着国旗特别自豪。

我最想当数学家，理想是桃李满天

下。我喜欢种树，在小区还有老家种过

好几棵树。我喜欢帮助别人，看到班里

的“徒弟”有进步很开心。不过，我在面

对许多人讲话时，还是会有一点害羞，今

后，还要多学习当众讲话这方面的技巧。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六（6）班学生 赵刚

言行文明，体现中国人的素养
爱国就是当我们到了国外，言行要

文明，体现中国人的素养。如果我当老

师，一定要教学生们爱国，做一个品行端

正的人，不要做任何损害国家利益的

事。实现理想需要长期的坚持，一时没

做好没关系，不要灰心，永远不要放弃。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五（3）班学生 潘姝彤

小学生眼中的爱国——

用实际行动为国家作贡献
■ 记者 胡敏

微话题

童心爱祖国
劳动我最美

今年7月，教育部印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纲要》），重点针对劳动教育是什么、教什

么、怎么教等问题，细化有关要求，加强专业指导。国庆节即将到来，在谈到劳动教育、未来理想时，同学们纷纷表示要用实

际行动，为推动社会进步、服务他人做出努力。对此，记者走进校园，围绕学校劳动教育开展得怎样、有什么创新的做法、家

校社如何形成合力等问题进行了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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