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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教育是由一堂堂课组成的，
怎样的课堂就会汇聚成怎样的教育，怎样
的教育预约怎样的未来。”所以，翁飞霞总
是专注课堂，她认为，有生命力的课堂模
式应该是一种生态的、灵动的、自由的、开
放式的课堂形态。

在她的引领下，老师们通过课堂，指
导学生成立项目协作小组，共同策划方
案，共同探究问题解决，以项目化的方式
来引领学生探究与实践。此外，翁飞霞还
提出了跨学科的主题策划，对课堂教学内
容实行重组与整合，引导学生在学习活动
中融合运用各学科知识，提升师生的综合
学科素养。

“我们以《我爸爸》为主题，把教学策
划成用语文能力描述故事、用美术技能进
行人物形象设计、用动漫进行动画制作的
跨学科综合。课堂上，学生们‘脑洞大开’
地创造父亲的卡通动物形象、录下描述与
父亲故事的精彩瞬间、配上自己创作的诗
词，获得了很不错的学习成果。”这样的成
长不仅仅发生在学生的身上，也同样在老
师们的身上起到了化学反应，原来能跑善
跳的体育老师还是个摄影大咖，画得一手
好画的美术老师竟然转身成为陶艺大师，

“越来越多的老师发现了自己的闪光点，
成为跨界教师，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开创了
更多可能性。”

“向未来，遇见更好的自己”，这是翁
飞霞始终坚持的“未来教育”。她说，“向未
来”是为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更好的自
己”是让孩子树立了发展目标，那么，“遇
见”则赋予了教育更多的浪漫情怀，“未来
不可预见，但通过教育，可以引领和塑造
未来。”

说到这，翁飞霞，盈盈一笑，好似天边
朝霞，飞上脸庞，流露着温婉与从容，而这
份大气，正是源于她在教育事业上的多年
积淀和锐意追求。

翁飞霞 宁波市北仑区
淮河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高级教师。浙江省中小学教
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曾获浙
江省教坛新秀、浙江省“三育
人”岗位建功先进个人、宁波
市名校长等多个荣誉称号，
宁波市甬派教育管理名家培
养对象，参加浙派名校长工
程培养。

如果说，花开烂漫，是春天的遇见，云卷云舒，是天空的遇见，那么，
对翁飞霞来说，成为一名好校长，正是她与北仑淮河小学的最美遇见。

“把一生时光，装进我行囊，有你的远方，都是我方向。”谈及对教育
的热爱，翁飞霞如是说。多年来，她带领着淮河小学师生筑梦“未来教
育”，如今，“面向未来生活，既异想天开又脚踏实地”已成为淮河学子的
独特品质，而淮河小学也因此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先后获得全国劳动
技术教育先进学校、教育部综合实践项目实验学校、浙江省示范学校、宁
波市STEAM种子学校等荣誉称号。

本期对话校长，我们走进了淮河小学，聆听翁飞霞的治学故事。

淮河小学，在北仑区的进港路上，紧邻保税区
和北仑港码头，可以说，这是一所因港而生的学
校，见证着北仑港日复一日的忙碌与繁荣。不过，
大量的车流也带给学校不小的困扰。

“校门口的这条马路，为啥总是这么堵？”
“对呀，什么时候才能不堵？”
“我爸爸的车要是能飞起来就好了！”
……
那天，学校门口又被集卡车堵上了，匆匆赶到

校门口的翁飞霞听到了孩子们的讨论。
“当时，我就被孩子的话吸引住了，怎么解决

校门口的交通拥堵？多么生活又实际的问题！如果
能将这些问题作为学习场景，成为学习的基点，或
许学习会更有价值。”在翁飞霞的领头下，“解决交
通拥堵”项目组成立了。

项目组的学生迅速展开全面调查。
“拥堵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哪个时间段车辆密度最大？”
“每个年级用私家车接送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
学生们通过详尽细致的调查、分析，找到拥堵

的主要原因：集卡车运送空箱的时间节点没有避
开上学高峰，部分家长乱停车造成道路不畅，大部
分家长选择在同一时间段送孩子，导致车辆密集。

学生们随之开启头脑风暴，提出解决策略，并
根据策略途径，组建不同的项目团队。最令翁飞霞
惊奇的是《未来汽车》项目团队，队员们通过对吉
利汽车园区的研学探究、组建学习社区、汽车行进
轨迹编程、VR探究未来汽车前景、举行新闻发布
会等途径，对未来汽车进行创意设计。

“他们就像科学家一样，对事物进行研究分
析，寻找解决策略。”翁飞霞看到，在项目式学习
中，调查统计、数据分析、研学探究、创意交流等学
习方式代替了传统的模仿训练、机械练习，打破了

“老师喂、学生吃”的模式，而是从学生视角出发，
激发他们自主探究的原动力，从而达成自主学习
的目标。“当我们习惯把现实问题转化为学生的学
习场景，并能娴熟地运用课程思维，把真实的问题
课程化，以课程对接未来，学校教育就开始呈现出
新的样态，把儿童培养成‘既异想天开，又脚踏实
地’的未来公民也就变为真实可感的现实。”

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是翁飞霞
眼中的“未来儿童”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

“现在，不少父母执着‘鸡娃’，我认为，娃
需要‘鸡’，但‘鸡’的不是分数，而是能
力。”翁飞霞表示。

今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的
《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中，针对学生创
新精神不足的问题，提出了“有好奇心、想
象力和求知欲，有信息收集整合、综合分
析运用能力，有自主探究、独立思考、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与能力”的考查要
点。

翁飞霞说，在淮河小学，这一切都正
在通过学校课程不断地向前推进，“我们
构建了由儿童动漫课程群、主题教学课程
群、个性特长课程群及阳光城综合实践课
程群组成的‘发现潜能’核心素养课程体
系。”

走廊上、门窗上，不时有熟悉的动漫
人物及场景跃入眼帘，转角处、功能室，由
学生创建的“微产品”吸人眼球，特制雨
伞、特制垃圾桶……每一件都让人惊叹孩
子们的奇思妙想。

“过去，也有人质疑，让孩子们看动
漫，这算哪门子的教育？但是，当孩子们
秀出一件件动漫作品时，没有人不赞叹
他们的创新思维与能力。”这些年来，翁
飞霞时常与老师们探讨如何让动漫课程
成为学生发挥创作天性的平台。她带领
团队积极探索开发动漫课程，目前，不仅
形成了动漫语文、动漫数学等基础性课
程，还按年级段开发手制连环画、卡通形
象设计、影视配音、定格动画等趣味拓展
性课程，针对特长学生还开设了陶艺动
漫、水墨动漫、纸艺动漫、戏剧动漫等发
展性课程。

“教育是通过学校课程真实发生的，
课程是学校教育中为学生发展创设的真
正教育承载体。”翁飞霞说，将学校模拟为
现代城市，采用“小市长负责制”，由学生
进行自主管理，通过餐厅课程、公共场所
礼仪课程等城内课程和充分利用社会资
源的城外课程，引导孩子进入真实的社会
生活。

在教育史中，有一句名言常为人所
道：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
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翁飞霞想做的教育，一如阳光，轻柔地
温暖地洒落在每个孩子的心上。她带着学
生们时而走进田间，体会亲手劳作的乐
趣，时而“异想天开”，享受创造的自由和
快乐，在轻负高质中收获美好的童年。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陈嫣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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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飞霞和孩子们。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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