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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者说

习作园地

今日学堂

转眼间，我在校园里已度过了近
一年的时光。曾经的胆怯和好奇，已
被同学们爽朗的笑声和刷刷的粉笔声
所取代。在这期间，有一朵葵花始终
照耀着我们，陪伴我们前行。

“小老头”是大家对他的昵称，有
时大家还会亲切地称呼他为“小葵
花”。他有着松松垮垮的皮肤，脸上布
满皱纹，头发稀疏，实在算不上好看。
他喜欢将条格衬衫塞进皮裤，再系上
一条黑色皮带，中年发福使他的肚子
微微鼓起。他习惯将书本夹在左胳膊
腋下，右手则端着装有热茶的不锈钢
保温杯，热气腾腾。他时常喜欢打逗、
捉弄我们，和我们打成一片。

踏进办公室，彼时正当日落，阳光
不偏不倚地洒在他的身上，佝偻的背影
是岁月留下的痕迹。他的衣领被汗水
浸湿，手指用力攥着笔，布满老茧的手
指尖还沾着些许粉笔灰。他的眉头紧
锁，眼睛紧盯着练习册，一只手撑着头，
低声叹气。我不愿再看，悄悄地走了。

“叮铃铃”，上课铃声响起，“小老
头”准时进入了教室。只见他一手撑
着讲台，一手叉着腰，眼睛扫视一周
说：“你们就是不听，我都讲这么仔细
了，还不会？”语尽了，教室里只余下

“小蜜蜂”的回响和沙沙的写字声。不
一会，他又跟孩子似的，双手背在身
后，缓缓地在教室里踱步。忽然，他弯
腰瞥了瞥同学的练习册，扶了扶眼镜

捧腹大笑：“哎哟，同学们，你们看小冯
同学的算式，他是不是把耳朵留在家
里了？大家快来帮他一把。”顿时，教
室里像炸开了锅，同学们纷纷围坐一
起，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而“小老
头”只是站在一旁，双臂环抱，静观其
变地笑着。下课后，同学们争先恐后
地围到“小老头”身边，纷纷指着练习
本上的问题向他请教，书上还有他标
注的评语与鼓励。他一遍又一遍地耐
心解释着，似乎总有讲不完的知识。
直到上课铃声再次响起，他才匆匆收
拾起书本和教具，与下节课的老师简
单打个招呼，便默默离开了教室。

“小老头”总是十分认真负责。他
会努力备好每一节课，改好每一本作
业。即使批改作业到深夜，他也毫无
怨言。他常常独自一人坐在办公室
中，与月夜相伴。偶尔，他也会忍不住
批评我们难成大器。但我们都明白，
他是为了激励我们变得更好、飞向更
广阔的天空。

“小老头”，我不想再做一个顽皮
的孩子，令你头发花白。我要做一名
懂事的学生，与你共同迎接未来。待
严冬逝去，我们将迎来春暖花开。在
未来的道路上，我们将朝着光明前行，
不再畏惧太阳的炽烈光芒，因为一路
有你相伴！

（作者系长郡湘潭高新实验学校
2308班学生 指导教师：李红）

小老头
匡思如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
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创造、积累的
先进文化，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新时
代高校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应主动
承担起传承、研究和弘扬红色文化的重要任
务，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感召力、引领力、凝
聚力，让红色文化滋养一代又一代青年。

作为集研究、体验、学习、实践等多重场
景与效能于一体的红色研学，是推动红色文
化入脑入心的生动载体，对于坚定理想信念、
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品德素
养，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具有“补钙”“提神”

“壮骨”的作用，高校应予以大力倡导和支持，
并科学地组织实施。

合力谱写红色研学大文章

高校的重视程度和配套的保障力度，是
开展好红色研学的关键。首先，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责任担当，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光荣使命，对“红色研学”这一课题应给予
高度重视。其次，通过制定制度、规范、大纲
等确定性文本，做好顶层设计，确保红色研学

“行而有规”“立而有矩”，有效激发各相关部
门的积极性，整合各方资源，汇聚同向合力，
激活澎湃动能。最后，通过春风化雨般的有
效宣传，营造浓厚的校园红色文化氛围，助推
红色研学顺利、有效地开展。

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共产党人精
神谱系的生动展现，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相契合、相融通，是“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的
题中之义。通过开展红色研学，不仅有益于

学生的价值观塑造、能力培养，更能在学习与
实践过程中，激励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传承
革命文化、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家国
情怀，从而更好地实现个人成长与成才。这
对正处于“拔节孕穗期”的青年大学生而言，
显得尤为重要。为此，高校须凝聚智慧，团结
各方力量，奋发有为，浓墨重彩地写好红色研
学这篇大文章。

持续做强红色研学大品牌

做强做优红色研学大品牌，必须坚持全
局观念、系统思维。首先，应采取实地参观红
色教育基地和邀请先进模范人物深入校园、
班级等多元化路径，巩固红色研学“基座”，构
建“走出去、请进来”的红色研学常态。其次，
打造学工、团委、二级学院、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以及辅导员、班主任、专任教师协同推进
的“作战”模式，选聘敬业、专业、素质高、靠得
住的指导教师，为红色研学高质量发展“保驾
护航”。再者，充分把握学生的个性特征，制
定适宜的主题，选择恰当的形式与地点，实施
个性化的红色研学教育，全方位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其参与感和红色研学
的实效性。

做强红色研学大品牌，还应大胆开展系
列探索和实践。例如，举办红色文化讲堂、红
色文艺晚会等，吸引学生沉浸式参与；编印红
色研学校本教材，强化案例教学指导；打造红
色系列文创，提升红色文化的吸引力与影响
力；成立红色研学社团，凝聚志同道合群体；
发布红色研学课题，实现理论与实践同步推

进；善用数字智慧平台，赋能红色研学成效；
开发红色研学课程，推动红色研学的专业化、
普及化；建设红色文化专题情景式体验馆，为
红色研学提供“全天候”实践平台。

深度锻造红色研学大影响

学生参与红色研学的成效评估，应建立
在科学完备的评价体系之上，从多个维度进
行衡量。首先，需依据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的
具体表现，以及研学结束后思想观念的转变
和正面反馈，进行客观真实的评价；其次，应
参照学生的研学文章、心得体会、主题分享，
以及相关视频等成果产出，作出合理的鉴定；
再者，需观察学生在学习生活中所展现的态
度和其个人事迹的创造，进行积极评估。与
此同时，通过评价过程来总结现有评价标准
的不足，从而为评价标准的优化提供建设性
的改进建议。

积极反思是促进发展的重要途径。要对
红色研学的开展情况进行及时的复盘与总
结，查找不足、提炼经验，以实现持续改进与
提升，朝着“精品红色研学”的目标阔步迈
进。同时，我们应清醒地意识到，红色研学的
成效并非一蹴而就，其预期目标的实现需要
我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
供持久的精神动力。相信经过时间的积累与
实践的锤炼，红色研学产生的影响也将日益
显著，进而为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
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年，贡献红色研学的应有
力量。

（作者系湘潭理工学院教师）

一次偶然的家访，让我看到学生小鑫在
家中娇生惯养；一次全校学生劳动能力调研
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学生仅会操作电子设
备，对家务劳动知之甚少，劳动意识淡薄。面
对这样的现状，我决定抓住契机，积极探索如
何激发和培养小学生的劳动素养，增强他们
的劳动能力，在学校开展劳动课程活动。

宅家体验式校本课程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让师生不能如
期返校，却也为劳动课程实践提供了时间和
空间。其间，我带领团队制定了《学校“停课
不停学”年级劳动校本课程手册》，指导学生
以学习、动手、呈现三个环节，和展示、评价、
上传三个步骤开展劳动教育。

小学中段的学生以学习厨艺制作为主。
在班级小组群中，我看到了学生们展示的热
干面、炒鸡蛋、寿司等。他们通过视频学习，
用图画、表格或柱状图等形式记录劳动步骤，
展示他们的厨艺。高段的学生则进行营养搭
配与设计。他们用电脑或书籍查找食物热量
值，梳理膳食搭配方案，学习营养建议，设计
并计算一日热量，成为家庭“营养师”。

在这特殊时期，家长成为学生们的家庭
“导师”，参与、指导、陪伴、记录着他们参与劳
动课程的全过程，让单调的生活变得轻松愉
悦。我欣喜地看到学生们逐步转变了劳动观

念，培养了基本的家庭生活劳动习惯，并掌握
了一定的劳动技能。

节假日劳动课程教育

疫情后，我开始利用节假日，指导学生开
展多样性的劳动体验与实践。例如，让学生
在端午节期间撰写调查报告和进行主题性调
查研究，引导他们用提问的方式寻找答案。

“为什么要用竹叶包粽子？”“为什么要把粽子
投入江中？”“挂菖蒲插艾草的作用是什
么？”……让学生在探索、解密的过程中，逐步
加深对传统节日文化的认知，了解每一个主
题节日课程活动中的劳动任务，让劳动教育
从单一的劳动转变为多元化的劳动学习。

通过开展节假日劳动课程教育，设计相
关活动，学生们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过程中，增强了文化自信和认同感，提
高了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

阶段性劳动课程教育

经过一段时间的家务劳动与节假日劳动
课程活动实践，我观察到学生的动手能力和
思维认知水平逐步提高。根据学生的身心发
展特点和国家劳动教育的要求，为避免劳动
教育的单一性，我申报立项了市级一般课题
《小学生劳动教育素养培育的研究与实践》，

以课题研究为学校劳动课程找寻更大的突破
空间。

通过行为习惯养成、劳动技能掌握、综
合实践研究等教育形式，我记录了每学年
学生劳动课程的成果，并实施阶段性劳动
教育研究。每学期组织设计实施主题劳动
课程活动，让学生在劳动的实践与体验中
收获成长。如在寒暑假实践课程手册中设
计劳动课程内容；围绕“我的课程、年级学
习主题、节日实践、评价与记录”四个环节，
设计分年级课程手册；开展劳动实践月主
题活动，让学生体验丰富多彩的劳动课程
活动等。今年，我校“闲云时光”小菜园开
始播种，6块箱式菜地陆续完成了播种、萌
芽、成长及结果的过程。在劳动课程活动
的引导下，学生们在探索与实践中体会到
了劳动的艰辛，并品尝劳动果实，在共同奋
斗中创造美好生活。

如今，劳动教育已成为学校的一张亮丽
名片。学生们在劳动中学会了珍惜，懂得了
感恩。这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质，也为
他们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实
践体验式学习，学生们的视野得到了拓展，学
校的劳动教育方式也得到了改进和创新。劳
动育人实践为学生们的成长之路洒下了温暖
明亮的光芒，也让劳动之花在校园里绽放得
更加绚烂多彩。

（作者系雨湖区云塘学校副校长）

时光如潺潺的流水，我乘着小舟
逆流而上，采撷到一朵又一朵明艳的
鲜花。这些花儿正如我人生中的恩
师，装点了我的人生，也装点了整个世
界。与他们的相遇，让我倍感荣幸。
生命中最初的语文教育，更是让人刻
骨铭心。我的小学语文老师激发了我
对语文学习与写作的热爱，奠定了我
语言表达与写作的基础，对我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我人生中的第一位老师，有一个
美丽的名字“娟娟”。《说文解字》中说：

“娟，婵娟也。”其本义是美好。名如其
人，她不仅外貌美，心灵更美，更写得
一手娟秀的好字。六年级的时候，我
发现教师办公室的窗户上张贴着一张
小小的纸，上面写着：“我甘愿蜡烛人
生，一生教书育人。”那字迹灵动而秀
气，我一眼就认出是娟娟老师的字
迹。果然，下面有她的署名。当时，我
被老师的话语所打动，一颗教师的理
想种子在心间慢慢发芽。

同时，老师那一手优美工整的楷
体字也影响了我。娟娟老师会要求我
们练习字帖，对作业的书写工整也有
严格的要求。她总是身先垂范，讲课
时认真书写粉笔字，并要求我们进行
模仿、练习。不论是练字帖，还是模仿
老师的字迹，我都认真执行，练就了一
手好字。我的字迹书写美观，也得到
了老师的表扬，被委派给黑板报写粉
笔字。当时我感到无比自豪。于是我
的这手好字，助推了我的语文乃至所
有文科的学习。尽管现在书写有些走
样，但仍不失其灵魂。那灵魂是老师
在我的童年时期注入血脉之中去的，
永生难忘。

二年级时，我的作文写得很差，作
文本上的等级基本上都是“B-”或

“C-”。我最害怕的是两个红字“重写”
再加一个感叹号。有一次，我的作文
就遭遇了“重写”的命运，我回家又重

写了一篇，但家里没有人能帮我修改
或者指导。无奈之下，爷爷只能签了
名并希望老师能指导我。娟娟老师看
到了爷爷的签名，便利用课余时间来
教我写作文。我拿着本子害怕地走上
前去，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她温
和地对我说：“没关系，我们重新来
写。”话音刚落，我的心中仿佛升起了
太阳，因重写作文而产生的苦涩感霎
时烟消云散。她说一句，我就写下一
句。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如天籁般
萦绕耳畔。她边说边检查我的书写，
发现错误时，便会耐心地在黑板上教
我写字，一笔一画间都留下了老师的
芬芳。那种芬芳香味弥远。我临摹着
老师的字迹，仿佛老师在握着我的小
手慢慢书写，一个个美丽的字符构成
了一篇锦绣的文章。后来我懂得，文
章不是我写下的，而是老师写下的；而
老师写下的，不仅仅是文章，更是一个
关于写作的梦想。

在老师的鼓励与帮助下，我的写
作水平突飞猛进，每次作文练习完成
得又快又好，总能最先得到娟娟老师
的糖果奖励。四年级时，我取得了人
生中第一个语文最高分“99分”。我的
试卷还被其他班的老师拿去讲评。我
当时心里乐开了花。六年级时，我开
始在作文本上尝试小说创作，当时班
级里的同学争相传阅。“同学，你的小
说最新章节写完了没有？”同学们时时
关心我的小说的最新动态。我衷心感
谢娟娟老师未曾没收我的本子。她保
护了一颗幼小的心灵，守护了一个作
家的梦。

回首往事，恍如昨日。童年的梦
啊，终于在今宵绽放了绚丽的花。提
笔写作时，耳畔总会响起一个亲切而
熟悉的声音。这声音助推着我的思
绪，让我文思泉涌、如有神助。啊！原
来她是我的小学老师……

（作者系湘潭市作家协会会员）

我的语文启蒙老师
赵谭兵

读者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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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发力行而不辍 多维赋能红色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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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劳动育人的践行者
赵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