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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 刘 慧

收到一位毕业生家长的短信和

一张书签的照片：孩子每天睡前都要

读一会儿书，书签是您在她一年级开

学第一天的时候亲手放到她掌心的。

哦，想起来了，那是一个气球飘

在云朵上的日子，1000多个一年级孩

子轻轻落在实小的园子里。我迫切

想把自己介绍给他们，想让他们知道

在这里生活可以很安然、有趣。

一个男孩坐在教室里，歪着身

体，胖胖的手揉着眼睛，一副睡眼惺

忪的模样。听见我叫他，他揉得更起

劲了，努力地想把眼睛睁大。一瞬

间，我的脑海投映出朱自清先生的

“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

开了眼”——一个孩子张开了眼，在

打量一所学校。

我问他们看见了什么。

一个说窗外有棵大大的香樟树。

有多大？

有的说“100 岁”，有个调皮点的

学生大叫“一万岁”，眼睛里写满得

意，好像数字越大，嗓门越高，他就取

得了这次争论的胜利。我想如果他

们还知道更大的数字，一定会有源源

不断的比试。“到底多少岁？”我看着

跳上桌子的小捣蛋鬼，问他。“校长妈

妈，我不告诉你，想知道答案，就要跟

随科学老师去研究。”

注意到一个女孩的眼镜很特别，

她大方地告诉我她是弱视。我拉着

她的小手，指着那棵大香樟树，轻轻

告诉她：“每一个课间都要看它，那绿

得发亮的叶子，就像星星。”

餐车的轮子在廊道发出声响，学

生即将享用小学里的第一顿午餐。

他们都拍起手来，舔舔嘴唇，有的已

经站了起来。可有个学生皱着眉，显

出为难的样子。问他原因，他说：“我

每顿只吃一粒米！但在看电视的时

候，我能吃掉一大包零食！”

“每顿只吃一粒米？”我被他逗

乐了，“上了小学，就要养成健康的

生活方式。今天中午可以多吃一

点米吗？”他咯咯咯地笑：“那我吃

一万粒！”

一个笑起来很甜的女孩称我是

“头上有光圈，身上插着翅膀”的天

使，旁边的同伴补充道：“是黄颜色的

翅膀，有点透明的那种，要飞起来

啦！”一个“小胖墩”插话：“飞不起来

的。”我很认真地回答他：“我们学校

的体育老师会飞，你要好好跟他学怎

么飞。”

刚给一个班的学生送完礼物，有

个学生发出疑问：“这里有 3 颗巧克

力，可是我家有4个人，该怎么分呢？”

我说：“是呀，该怎么分呢？”他想了想

说：“把其中一颗分成两半，这样就每

个人都能吃到了。”

另一个孩子加入讨论：“可是我

家有 9个人，该怎么分呢？”旁边一个

小机灵鬼马上叫起来：“我会做这道

题！每颗巧克力分成 3份，每人得三

分之一就行啦！嘿嘿，我可是个聪明

人！”我点点头：“你是一个想得出方

法的聪明人。”

礼物盒里还有书签和铅笔，我刚

刚说“铅笔可以用来写很漂亮的字”，

一个孩子就挤过来：“还可以画画，我

将来要成为大画家。”“那你知道有哪

些大画家吗？”他挠挠头：“不知道

啊。”“让我来告诉你，在中国有画虾

的齐白石，有画江南的吴冠中；在外

国有画向日葵的梵高，有画睡莲的莫

奈……”我说一个名字，可爱的他就

跟着说一遍。最后我们约定：送我一

幅未来大画家的画，挂在我的“金蔷

薇诗社”。

学生也问我一些问题。

你喜欢那棵大香樟树吗？北校

区的操场有一株年岁很大的香樟树，

它可看见一座校园里的所有人和事，

工作之初，我时常站在它的脚边，向

它请教、问询，听它静默的智慧。

为什么种香水月季呢？它是学

校的校花，能穿过长长的岁月和长长

的距离，芬芳我们的心灵。

小鸟为什么喜欢这里？美国诗人

狄金森说：我的花园里，小鸟在行驶。

……

一些孩子冲过来跟我拥抱，我非

常欣喜于他们的活泼、敏捷，他们有

艺术家般的热情。但我也注意到角

落里那些羞怯的学生，他们长长的睫

毛下藏着对世界丰富的理解，或许还

有特别的思维。

每个九月的第一天，那个气球飘

在云朵上的日子，我都会走到每个一

年级的学生身边。我落在这个园子11

年了，稍算一算，脚步走到了约12000

多名学生身边。无论怎样忙碌，有任

何其他重要事件，这件事从未间断

过。我不能记清每一个学生，可是，学

生会记起那一天巧克力的味道、书签

上好看的画、窗外一朵温柔的云……

走到学生中间去，做一个长大了

的儿童。被儿童接纳、喜爱，并被邀

请到他们的童年中去，是我最荣耀的

时刻。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市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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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慧谈正常而积极的童年生活③

湖北省黄冈市实验

小学始建于1904年。赓

续千年文脉，涵养文化底

蕴。苏轼、陆游等文人雅

士曾在此游历，董必武、

陈潭秋等革命家曾在此

求学。如今，百年实小，

继往开来，生机勃勃，成

为黄冈教育一张闪亮的

名片。学生自由活泼，文

体兼修，学风纯正。

但在每天的“走动

式”管理中，我发现学生在

学校吃饭、睡觉等方面存

在一些问题。

为 服 务 学 生 和 家

长，学校开办了食堂，提

供早午餐。但早午餐存

在不合学生胃口、浪费

多、搭配不恰当等问题，

如水米分离的粥、高糖

高油的糯米麻团或排骨

海带汤搭配面包等，早

午餐的订餐人数在不断

递减。究其原因，一是

学校食堂没有危机意识，得过且过，只

要不出安全问题就行；二是迎合部分

师生的口味，没有进行食物营养搭配；

三是陪餐工作没有落实，没有及时反

馈和整改。

午休时，学生不愿午睡。午托教

师称午休值班是最痛苦的事。在每天

中午的查寝中，我发现寝室里床位多、

人数多，多张高低床紧密相连，空气流

通性差，学生难以入眠，或大声喧哗，

或窃窃私语。

同时我还发现，尽管百年名校品

牌效应高，学生文体兼修，但学生近视

率高，在课间活动、体育课、社团活动

中受伤的情况也不容小觑。

以上问题让我陷入了沉思，如果

吃饭、睡觉的事情都没解决好，学生

的体力和精力肯定跟不上。

于是，针对这种情况我提出了

“五好教育”，即吃好饭、睡好觉、健好

身、读好书、做好人——把“吃好饭、

睡好觉”作为“健好身、读好书、做好

人”的基础和前提。

为了让学生“吃好饭”，学校邀请

家委会代表和年级主任制定食谱，真

正根据营养标准均衡搭配，学校把

关，食堂执行。并规范陪餐制度，校

领导和班主任全程陪餐，师生同质同

价，定期反馈。如今，每天早晨学生

在 舒 缓 的 轻 音 乐 中 享 受 学 校 的 早

餐。“我爱上喝粥啦，最爱香香糯糯的

青菜瘦肉粥”“学校一定是请了五星

级大厨给我们做早餐，我要给他五星

好评”，每当我走进教室查看早餐情

况和询问意见时，听见学生的反馈，

看到他们灿烂的笑容，心中甚是欣

慰，“吃饭终于变成了最美的事”。

在充分调研后，学校制定了午休

调整策略。首先压缩午托人数，为刚

需家庭服务，不以盈利为目标，只把

服务作为宗旨。其次是化整为零，回

归班级，由年级进行统一管理。如

今，午托铃声响起，学生在各自教室

安静入眠，教室里传递着均匀的呼吸

声。一位午托学生还以“教室里的美

梦”为题写了一篇文章。

同时，为了改善学生的视力和在

运动中受伤的情况，学校创编了课间

自编操《青春的中国少年强》，将体操

与武术、东坡文化相融合，让学生在

运动中强身健体、浸润文化。学校还

开展趣味运动会、田径运动会，校级

篮球、足球、武术、啦啦操、舞蹈等丰

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满足学生的多样

化需求，促进青少年身体健康，师生

一起在操场上感受阳光的魅力和青

春的活力。

学校统计数据显示，学生视力回

升，效果明显。学生在课间活动、体

育锻炼中的受伤人次明显降低，体质

增强。

“看似寻常最奇崛”。我们提出

的“五好教育”理念，与“双减”政策高

度契合，且接地气、易操作。“五好教

育”是听得懂、做得到、看得见、有效

果的教育，是朴实、求真的教育。我

们相信，大道至简，行稳致远。

（作者系湖北省黄冈市实验小学党

总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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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校方略 “‘童年是有原野的，记忆是需

要食粮的，那些深刻在记忆里从不

曾消失的，都有时间的深度，都有心

灵的永恒。’学校的课程如果能看见

这些心理微光，那些无用东西的有

用性就会得到说明，那些细腻的感

情也变得真实。无问西东，孩子们

的 10 公里‘徒步毅行’已在回响。

祝贺学校德育团队又找到了一枚属

于自己的贝壳。”3 年前，学校首次

组织学生体验 10 公里“徒步毅行”

活动顺利完成后，我在朋友圈写下

这段感想，引起许多教育同行的回

应与认同。

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让学生

联结“生活世界”？如何让学校的课

程“回到生活本身”？学校需要更多

从学生心灵和人格成长的维度去追

寻美好生活及隐藏其间的美善价值。

前两周，受新冠疫情影响而暂

停 3 年的 10 公里“徒步毅行”活动终

于重启。学生启程后，我再次在朋

友圈分享自己的心情：“行走的过

程，一路向前，它不会给你答案，而

是让你忘记问题的存在，要不负春

天啊！是的，听从天地的召唤，我们

一起出发，视野就会随之打开，而信

心的种子一直就在孩子的心中，有

时只需要一场行走的挑战来滋养和

鼓励它们生长。完成 10 公里的徒步

行走，归来的少年是缤纷的少年，酸

爽的身体里升腾着一起走出来的生

命内在的欢愉。”泰戈尔说：“我们热

爱这个世界时，才真正活在这个世

界。”而“源于心，成于行”正是我们

学校的校训，其中就隐含着“源泉”

“身心”“行动”“完成”，传递出我们

的办学主张和教育梦想。

“春天里，我们向着河流出发，

‘徒步毅行’10 公里……”这是今年

“徒步毅行”的前奏，我们选择顺着校

门口的横阳之江的徒步线路，让学生

去追逐河流，河流是“链接着深远的

大海”的，人的生命需要融入春天河

流的精神合奏中，让河流的安静给学

生带去心灵的启示，带走身体的疲

劳，这应该成为童年生活的秘密。“在

春天里行歌，热忱生活的人们在微

笑，每一个人都会庆幸自己所有的愉

悦的经历。”

教师对“徒步毅行”的价值取

向越发明确——我们要给学生什

么样的价值理想，教人怎么去过有

价值、美善的生活。我们确定“价

值是对生活意义的渴望，使生活成

为 真 正 的 欣 赏 和 承 担 、奉 献 和 践

约 ”。 而 在 整 个 徒 步 的 真 实 经 历

中，学生也得以理解和相信大自然

本来具有的疗愈功用——“我们来

自大自然，也属于大自然”。我们

要做的，就是不断邀请学生到大自

然中，亲眼看看大自然的样子。大

自然会唤醒每个学生独特的感受，

所 有 的 教 育 活 动 ，只 有 唤 醒 了 感

受，才可能抵达心灵。

通过“徒步毅行”，春天在学生

面前敞开，让本来心性敏感的学生

对他们生活的世界不再习以为常。

“对一棵树的深情，对一条河的迷

恋，对一阵风的激动……”都将饱含

意义，关键就看如何去发现——而

徒步就是帮助他们去发现，去走进

“一个无与伦比的明澈世界”。“教育

本应该是一种探索，使人理解人生

的意义和目的，找到正确的生活方

式。”从这个角度去看“徒步毅行”，

也就涉及一个当下教育尤为重要的

话题——如何与自然建立起深度有

效的链接？如何让生命在自然中得

到滋养？如何重回自然，完成更深

层次的生命教育？

作为学期德育课程的系列活动

之一，“徒步毅行”从开学典礼上被宣

布的那一刻起，就被学生不断牵挂

着，“徒步毅行”四个字在学生的念想

里泛着微光，一直在闪烁。

“徒步毅行”差不多要经历大

半个春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学

生 分 年 段 走 出 校 园 ，去 拥 抱 那 个

“没有围墙的校园”，跟着真实而细

腻的心灵感受“此时此地的生活”，

做一个天然的探索者，乐在其中。

每个年段各自策划主题，设计出各

自不同的路线和内容，在徒步中锻

炼毅行的品质，在毅行的品质里蓄

积生命的能量。从前期的路线勘

探，到确定安全、有趣、符合孩子体

能的路线，再到执行落地，这个过

程中教师也体验着“做成一件事”

的艰辛和意义。

整个徒步活动，学生也在“彼此

约定”里考验着团队户外徒步的品

质，“徒步毅行”也成为一个可以有很

多“作为”和“创意”的平台，让学生学

会与自然世界真正的链接。四、五年

级的学生出发啦，从他们欢喜兴奋的

表情里，我看到了儿童的本真，在他

们从容矫健的步伐中，我感受到了生

命的活力。是的，他们有些迫不及

待，洋溢着生机勃勃。一周后，第二

批学生也出发了，他们来自一、二年

级。总结了第一批学生徒步的经验，

特别为他们开发了一条新的路线，各

个班级边走边背诵春天主题的古诗

文，“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

烟”，学生走在春天里，诗歌在真实的

行走中被激活，诗文变成眼前的风

景，心灵在涤荡。

三年级的主题比较特殊，学校将

“徒步毅行”和“十岁成长礼”进行了

有机整合——“时光恰好，你十岁而

至”。在学生的期待中，学校把路线

设计成 10 公里，给他们的 10 岁带去

一个小小的“挑战礼”，让徒步的“负

担”变成礼物去照亮前行的路。每一

个完成10公里的学生回到学校，校长

会在他们的成长礼专属卡片上盖一

个章——10 岁成长章，以佐证他们

这一路的勇气和意志。“10 岁，我来

了！10 公里，我完成了！”第一梯队

回到学校了，学生难掩兴奋之情，汗

水和疲惫在那一刻是如此迷人。“徒

步毅行”确实会造就出一个生命场，

学生沉浸其中，去观察、思索、感悟、

理解，打开自己的内心和触觉，自觉

与自然、社会碰触。

“徒步毅行”10公里是在知识之外

的，把时间留给户外，让学生走在真实

的路上，给他们提供的是一个更为广

阔辽远的自然和精神世界，它并没有

偷走学生的时光，相反，一次集体活

动、一段考验意志的路程，给学生带来

了无穷无尽的想象和对生命的好奇与

尊重。教育学者李崇建等编过一本书

叫《没有围墙的学校》，书中说：“此地

没有围墙，没有校门，是名副其实的开

放式学校。”在这样的学校里，老师不

会要求孩子应该做某事，不应该做某

事，即使是善意的关心，背后也不会隐

藏着绝对的价值判断。

诚然，我们还做不到完全开放，

但我们可以为孩子送去这样一份称

之为礼物的课程，类似“没有围墙的

学校”一样，让孩子从情感上得到解

放，生成开放的心灵、开放的思维，每

一个脚步都会在童年原野上不停地

回响。

（作者系浙江省苍南县第一实验

小学校长）

□ 张延银

每一个脚步，
都会在童年原野上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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