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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照团

大队委、班干部、值周班、
辅助员、俱乐部、文明岗⋯⋯学
校有很多岗位让学生去担任、去
体验，“履职”成了学生参与学
校管理的一种常态。学生以“履
职”形态践行“校园小当家”，
不缺位，但不入味。如何变“要
我干”为“我要干”，给每个学
生管理者沉浸式的幸福体验？最
好的办法就是尊重境脉，在学生
治校工作中实现境脉共生。

境 脉 ， 是 人 与 世 界 联 结 的
全部。尊重境脉，既要尊重场域
境脉——让所处的环境有情，又
要尊重心域境脉——让人的主体
意识被唤醒，还要尊重人域境
脉 —— 让 人 际 关 系 自 然 发 生 ，
更要尊重三者间的联结——让彼
此建立一定的脉络关系。在境脉
中快乐成长，这是别样的管理新
生态，不只在管的结果，更在管
的体验与心灵的唤醒。

在相信的力量里孕育管理

唯有信任才能收获信任，把
学校交给学生，才能激活学生的
自主管理能力。

把文创交给学生设计。把文
创管理交给学生，这是对学生参
与学校管理的一种态度。校园楼
栋、场馆、设施等的命名、题字
都可以交给学生。我校的“N 次
方”“童渡”“童心食代”等就是
学生给各类场馆取的名字。学生
的文创作品不宜以成人的标准审
视，记得学校校报首发时，学校
向学生、家长、教师征集命名和
题字，有十几幅作品入围，较之
漂亮的书法，首期校报的儿童视
角更重要，因此，我们最终选择
了学生的作品。

把活 动 交 给 学 生 策 划 。 学
校层面有很多活动都可以交给
学生策划、组织。例如，每年的教师节活动由学生来组
织，让教师轻松过节，学生既致敬了师恩，又锻炼了组织
能力。又比如学校新楼的奠基仪式、学校的揭牌仪式、更
名仪式等都可以交给学生来办，既不铺张，又具有生气，
一举多得。

把协商交给学生参议。学生之间发生矛盾，不要急着
由教师来处理，可以交给班级的“矛盾协调小组”，协商
不下，还可以请学校的儿童议事厅帮忙。学校成立议事
厅，不仅可以解决学生间的问题，还担负着学校重大事件
的审议，为学校的发展出谋划策。比如校园里的小动物们
养大了怎么办？学生经过讨论，形成两个方案，一是组织
一场家长拍卖会，二是拍卖会的资金可买些物资送到敬老
院，剩下的资金继续购买下一期饲养的小动物。多听听学
生的意见，多让学生做主，学校将充满生机。

在共生的关系里润化管理

管理，就是和谐关系。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
我的关系更和谐，是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一种共生方式。

沉浸式管理可以让学生去体验，比如让学生承包管理
草坪，给草坪以生命的呵护，设立气象台、农场、小牧
场，让学生跟天气、农作物、小动物等打交道。校园里不
妨多一点黄土地、小沙丘、鹅池、鸡笼，课间，让学生在
大自然中撒野，与自然共生，成为校园的主人。

学校不宜处处把学生置于完全可控的范围，如此容易
错过很多教育的契机。学生参与学校管理也是如此，不能
让学生只是在可控的时空里、严密的规程里执勤履职，此
种情状下管理貌似有条不紊，实际上恰恰掩盖了真实生活
中的问题。人与社会共生最关键的是人与人的共生，学生
参与学校管理要在“合伙管理”上做文章，可成立学习伙
伴团队、公益援助团队，评选“读书合伙人”“健康合伙
人”“实践合伙人”，引导学生在合作中互助成长。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自我管理。作为校长，看到犯错的
学生，我会跟这些学生交朋友，做得好的，期末给他们颁
发“校长友谊奖”。为了提高学生的专项能力，我向学生
拜师，轮滑、笛子、吉他、尤克里里、魔方我都试过，每
次出师还得在结业典礼上亮相，学生们都很喜欢当我的师
傅。为了提高学生对某个领域的关注度，我成立各种师生
团，如校长跑团、校长书友会等，学生排着长队来加盟，
一个学期内，我们就玩一个项目，人与自我的共生，在不
知不觉中实现。

在数智的应用里赋能管理

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管理的成效要实时看得见。对学
生个体或班集体的表现给出评价是管理者的常态。以往都
是用笔记录，如今，我们给负责管理的学生一台只有评价
功能的手机，拍照记录并上传平台。有图有真相，师生对
加减分情况一目了然，少了许多争执，学生也不用费时汇
总。我们还发给每个学生一张数字胸卡，给每个班级配
备电子班牌，学生每天有多长时间走出教室，多长时间
在图书馆读书、在球场运动，自动生成数据，方便学生
管理者以及学生本人知悉发展动态，为管理决策和自我
成长服务。

数智管理要支持过程的进阶性，让学生每一次的表现
为下一次晋级蓄足力量。例如，学校大队委学习部做好阅
读考级，根据教师研究制定的考级书目安排和题库，通过
阅读器组织学生自测，督促有困难的学生过关。大队委礼
仪部通过“文明银行”评价学生，学生积分可以通过二维
码自动扫入电子平台，这些数据将成为学生评优评先的依
据之一。要让离散的数据产生聚集的效果，就要通过一个

“数字大脑”归集所有信息与数据，实现一键查询，在一
定的权限内，学生管理者可以查看并分析，以明白下一周
行规养成的重点。

不同于“履职型”管理，让学生在境脉中沉浸式管理
多的是共情共生。它是在真实任务驱动下，带着一定的自
我需要，感受治校任务与人的情感的关联，指向的是人的
自我觉醒。要在学校充分信任的前提下，在技术的支撑
下，让学生体验成长的快乐，从而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自我的共生。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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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小学着力拓展劳动学习空间——

劳动教育在“不一样的教室”里绽放
胡红

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小学是 2019 年
新建的公办小学，“童创谷”是学校的
隐喻代称，表达了学校的办学愿景——
创建“乐享生命的童创之谷”。创造性
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的特质，作为新建
校，我们努力开创教学新法，激发师生
的创造思维，注重创新实践，让学校、
师生与课程一起创造着生长。

我们的学生被亲切地称为“小谷
粒”。小谷粒有小种子的意思，它是独
特的生命，需要精心呵护；它有成长的
渴望，需要给予阳光雨露；它更有无穷
的力量，只要激发其潜能，就可以蓬勃
生长。目前，我们研究的课题“‘不一
样的教室’：儿童参与学习空间开发的
案例探索”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四
五”规划普教重点课题，而劳动学习空
间是童创谷儿童参与学习空间建设的有
机组成，从“阳台小农场”到“班级责
任田”“年级共建区”再到“生活大舞
台”，每一处都是儿童劳动学习与体验
的“不一样的教室”。

阳台小农场：融于日常的
班级劳动小花园

学校每个教室均有近 120 平方米的
面积，实现了可移动、可组合的空间升
级。在灵活的童创教室分区里，有一块
最受欢迎的区域——阳台小农场。这里
可以水培芽苗菜，土培各种绿植。小小
的阳台农场，常常可以看到学生热火朝
天的劳动场面。阳台农场种植的品种由
各班学生自主讨论决定，有品种繁多的
蔬菜，诱人可口的草莓、圣女果，有形态
各异的多肉。准备土培时，学生就地取
材，找来花篮、轮胎、储物盒等当花盆。
从泥土和种子的准备，到播种后的浇水、
施肥、松土、除虫、间苗、采摘等，整个过
程全部由学生自主完成。在校园里，你
可能会看到学生捧着一束特别的“手捧
花”，那可能是从阳台农场新采摘的一枝
鲜花，也可能是收获的青菜、萝卜。那是
学生劳动的果实，也常常是他们馈赠家
人或教师的最好的礼物。

我们以 《相伴生长》 一书记录阳台
小农场的建成。我为这样的校本成果集
郑重作序，鼓励师生不断优化阳台小农
场的劳动实践。理查德·洛夫在著作

《林间最后的小孩》 中指出，“自然缺失
症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的现代
病”，我们以“一班一品”打造各自的
阳台小农场，学生们每天与自然相伴，
经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四季花果常在，
天天绿意盎然，感受到了大地之美和生
命的力量。

班级责任田：打造班级劳
动样板间

有了阳台农场的劳动基础，各班学
生享受到了劳动的成果，愈发爱上劳动，
纷纷以班级为单位在校园里申请责任
田。“谷里‘麦’香”“‘油’来如此”“‘生’逢
其时”，分别是班级申请的麦地、油菜地、
花生地的责任田样板间。

以油菜地为例，这是四年级一个班
级在校园一处申请的责任田，从油菜苗
的栽种，到浇水、施肥，油菜一天天长
出花蕾、开花、结籽、成熟，学生们长
期观察，精心呵护，适时浇灌。美术教
师带领学生到油菜地写生，用画笔记录
油菜花的一生；科学教师与学生一起“解
剖”油菜花，了解它的完整构成；语文教
师带领学生查阅并在油菜田诵读古诗，
品悟“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
稀”“桃花落尽菜花黄，招引蜂蝶伴舞忙”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等
诗句的内涵；课后服务时段，手工社团的
教师带领学生制作油菜花书签⋯⋯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以自然为笔，记录着各自
的观察所得、劳动所获。

年级共建区：跨学科的
年级劳动实验田

在班级责任田的基础上，学校又
有了以年级为单位的不同主题的共建
项 目 。“ 向 阳 花 开 ”（向 日 葵 研 究）、

“ 茶 缘 探 道 ”（茶 文 化 研 究）、“ 绣 球 庄
园”（绣球花研究） 等，都是不同年级的
共建项目主题。

以“茶缘探道”为例，学校操场有一
条窄长的长廊，称之为“探道”，探道两
侧各有一块面积不大的长条状土地。二年
级选择此处做了共建项目，结下了与茶的
不解情缘。

教师带领学生从开荒拓土做起，探
“种茶”之道，了解茶叶种植对土壤、养
分、水分、密度等相关要求。清明节前，
我们利用学校周边的资源，带领学生走进
茶庄，探“采茶”之道。师生在采茶师指
导下感受“十指尖尖采茶忙”的画面。学
生还走进制茶车间，和炒茶师一起了解杀
青、揉青、烘干等制茶的全过程。

为了让学生深入了解源远流长的茶文
化，我们聘请专业茶艺师走进教室，教学
生“点茶”之道。通过点茶活动，学生懂
得国人喝茶自古有之，兴盛于唐，在宋代
达到高潮，而且喝茶很早就成为一种艺
术。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生对茶的探究欲
愈发浓厚，想知道的问题也越多，于是有
了“小谷粒种茶三千问”，学校专门聘请
专业人员到校给学生现场解答。

在各种探究式学习的基础上，数
学 教 师 带 领 学 生 探 “ 茶 数 ” 之 道 ，
泡一杯茶需要多长时间？茶饼为
什么是 357 克，每一个数字蕴含着
怎样的特殊意义？语文教师带领学
生 探 “ 茶 语 ” 之 道 ， 从 陆 羽 的 《茶
经》 到白居易的 《山泉煎茶有怀》，再到
各个文人墨客的咏茶诗，理解“君子之交
淡如水”。近期，教师正带领学生探“品
茶”之道、“敬茶”之道，希望带领学生
从小懂得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养成以茶
修身的生活方式。

生活大舞台：跟随节气激发
学生学习动机

我们跟随二十四节气的变化，引导学生
劳以养生，从饮食做起，让劳动教育成为激发
学生学习动机、巩固学习成果的重要渠道。

以立春时节为例，师生共赴一场美食之
约，用劳动共享“咬春”之乐。烙春饼、炸春
卷、摆春盘（蔬菜、水果、饼饵等）、制作萝卜
宴⋯⋯每一道美食制作都需要精心准备食
材，还需要考虑不同的制作工具，制作过程
中的安全事项更需要在体验中总结。有学
生在分享炸春卷的经验时说：“原以为把春
卷放入油锅煎炸很简单，谁知我试了好几次
都没有成功。第一次因为油没烧热，第二次
又因为火候太大，第三次锅铲沾了点水，最
后还是在妈妈的帮助下才大功告成。‘做起
来’和‘看起来’真的不一样，终于明白了什
么叫‘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清明时节，学生用草头汁制作青团，夏
至尝试制作凉面，立秋制作红烧肉“贴秋
膘”，小雪时节做泡菜⋯⋯二十四节气，每
一节气都有每一节气的养生食物。就这
样，我们以“奇迹‘食’光”来引领学生走进
生活大舞台，和家长一起开展亲子劳动养
生课，深受学生与家长的欢迎。

童创谷的劳动学习空间，就这样从“阳
台小农场”到“班级责任田”“年级共建区”，
再到“生活大舞台”，劳动的场域在不断扩
大，劳动的技能也不断走向综合。整个童
创谷就是学生们的劳动基地、观察园地、德
育阵地，也是他们的探秘花园和梦想乐园，

“五育”融合，在其中悄然发生。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实验小学党支

部书记、校长；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
四五”规划 2021 年度课题［重点课题］、第
七批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精品课题“‘不一
样的教室’：儿童参与学习空间开发的案例
探索”［批准号 B/2021/02/01］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

陈春连

江西省上栗县赤山镇中心小学是一
所乡镇中心小学，位于城乡交界处，学生
主要来自农村。学校所处的上栗县近几
年正经历农副业转型，以种植山茶，养殖
桑蚕、兔子、黑山羊等特色产业带动乡村
振兴。学校以此为契机，将劳动教育与地
方特色产业有效结合，让学生在丰富的劳
动教育实践活动中掌握基本的劳动知识
及技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培养热爱
家乡、热爱劳动的优良品质。

在特色实践中收获劳动技能

劳动教育要遵循学生的认知发展规
律，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行为特征，
切忌大而空，更不能拔苗助长。学校结
合地方特色产业，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
和发展规律，结合劳动课程标准的 10 个
任务群，将劳动教育内容分为低、中、
高年级 3 个阶段。

低年级主要对特色产业进行感性认识
和体验，如参观种植基地，进行简单的播
种、摘菜、喂养兔子等活动。在这个过程
中，学生体验到了劳动的乐趣，对地方特色
产业也有了初步了解。中年级学生对地方
特色产业要有理性的认知，不仅包括参与
地方产业的种养、手工制作等过程，还要了
解羊肉、兔肉等的营养价值以及产生的经
济价值。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学生掌握
了一定的劳动技能，更加懂得了“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的道理。在对地方产业有了初
步的认知后，高年级则主要侧重实践操作，

如蔬菜、肉兔、蚕丝、酸枣的加工制作，让学
生初步掌握常见菜品的烹饪方法、酸枣糕
的制作方法，进一步体验种养、手工制作等
生产劳动，培养劳动精神，体会只有通过劳
动才能创造美好生活。

用地方特色产业丰富劳动教
育内容

物质是人类生活的基础，让学生真
正明白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就要让他们
亲 身 经 历 物 质 财 富 创 造 的 全 过 程 。 为
此，学校因地制宜，构建了包括特色种
养、科学养护、加工制作、成品销售的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学校开设了蔬菜种植、桑蚕养殖、
肉 兔 养 殖 等 特 色 种 养 课 程 ， 在 此 基 础
上，将种养的成果进行加工，让学生掌
握简单的烹饪、腌制蔬菜等技巧。为了
让学生体验到劳动创造经济价值，学校
开设了“小农夫集市”，蔬菜成熟时可以
进行售卖，没卖完的，学生还可以向教
师和家长“推销”。学校定期组织“特色
产品交流会”，将学生加工制作的特色产
品展示和出售。所得的经济效益由各班
班委会保管，当作班级的奖励基金。

劳动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不仅让
学生懂得了劳动可以创造财富，也让学
生经历了一个个困难与挫折，体验到了
劳动的艰辛、果实的来之不易，培养了
学生们珍惜劳动果实、吃苦耐劳的品质。

构建校家社“劳动教育圈”

劳动是一门实践性和延续性都特别

强的学科，劳动习惯、劳动品质和劳动精
神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需要
反复实践与体验。学校充分调动家庭教
育资源，将地方特色产业园作为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构建了学校、家庭、特色产业园

“三位一体”的劳动教育圈。
家长当指导员和监督员。劳动贵在

坚持，只有坚持做某一项劳动，才能形
成技能，只有坚持，才能锻造品质。劳
动教育内容中的日常生活劳动，如果只
在劳动课上学习，没有平时的坚持与训
练 ， 容 易 形 成 “ 学 生 在 学 校 会 做 的 劳
动，在家不会做”的现象。学校充分发
挥家庭这个教育阵地的作用，教师布置
家庭劳动任务，请家长监督并指导孩子
完成劳动任务，并参与评价，让学生在
学校习得的劳动知识与技能在家里得到
巩固与延伸。

家长担任劳动教育导师。目前学校
还无法给所有班级配备专职劳动教师，
而大部分年轻教师对于生产劳动也知之
甚少，农村家长却有这方面的特长，学
校将劳动基地分到各个班级，每个班负
责一块地，各班聘请 2—3 名家长做指导
员，协助教师指导挖地、整理菜畦、蔬
菜种植。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学生习得
了劳动技能，教师们也学到了不少生产
劳动知识，便于以后更好地指导学生劳
动实践，实现了教学相长、师生共成长。

走进产业园开展劳动实践体验。学
校作为上栗县科普教育基地，在县科协
的帮助下，学校与多个特色产业园开展
合作，将其作为校外劳动实践基地。如
学校依托鸡冠山乡桑蚕养殖基地、黄田

蔬菜种植基地、院背村水稻种植基地开
展农业生产劳动体验，组织低年级学生
拾稻穗，中年级学生采摘桑叶，为菜地
除草、浇水，高年级学生种植蔬菜、收
割稻子等；依托上栗县肉兔养殖科技小
院学习肉兔养殖技术；依托上栗县栗水
食品有限公司、宏明食品厂开展新技术
与应用的劳动体验，组织学生体验酸枣
糕的制作过程。学生不仅习得了一定的
劳动技能，更体会到了劳动的辛苦与快
乐，感受到了劳动带来的成果，从而萌
生了热爱、敬畏劳动者的情感。

这 个 过 程 还 培 养 了 学 生 们 发 现 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中年级劳
动课 《采桑叶》 中，我们组织学生到桑
树基地采摘桑叶，在讨论探究环节，通
过设置怎样采摘不伤手、怎样才能既采
得快又不伤害桑树、怎样运桑叶更快更
省力等问题引发学生思考，然后分小组
进行采摘桑叶大比拼，让学生在劳动实
践活动中探究，在创造中成长。

将学校劳动教育与地方特色产业相
结合，丰富了劳动教育的内容，拓展了
劳动教育的途径，让学生掌握了一定的
劳动技能，发展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
新创造能力，培养了学生正确的劳动观
念、劳动品质和劳动精神，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赤
山镇中心小学；本文系江西省教育科学

“十四五”规划 2022 年度重点课题“农村
小学劳动教育与地方特色产业相结合的
实 践 与 研 究 ”［课 题 编 号 ：22PTZD050］
的成果）

江西省上栗县赤山镇中心小学利用当地特色产业拓展劳动教育途径——

有乡土味的劳动教育学生更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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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制作柿饼。

学生在采摘茶叶。
本版图片由学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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