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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00后、10后，不同时
代背景下，年轻人呈现出的面貌
也各不相同。这就需要教育工作
者与时俱进，立足时代前沿，关
注和重视生命关怀教育。”宁波
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
长、浙江省思政名师工作室负责
人、宁波市思政名师姜帆副教
授，对于新时代教育变革有着自
己的理解。

她认为，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
大学生，虽然教育形式上有差异，
但本质是不变的。因为面向人的
教育应该是有“呼吸”的，只有真
正唤醒人的“生命自觉”的教育，
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
才真正具有生命力。

以思政教育为例，长期以来，
大中小学各自为政，思政课内容

和 教 学 方 式 呈 现 出 断 片 不 连
贯、重复累赘等弊病。大中小学
思政课一体化如何有效衔接，
成为困扰各地推进思政课改革
一道难题。

今年6月，姜帆副教授组织策
划宁波市大学中学思政实践教育
创新课。宁波财经学院的大学生
和高桥中学的中学生们，一起到
宁波樟村四明山革命烈士纪念塔
前缅怀先烈、重温入党誓词。大学
生、中学生还一起参观革命主题
纪念馆，共同参与“四明丰碑青年
说”实践项目，包括调研烈士生
平、四明山烈士陵园红色文化代
表性建筑、景观等。

像这样“大手牵小手 跟着榜
样走”的思政实践教育创新课还
会有在线课堂，大学生导演和布
景，小学生表演彰显爱国、诚信价
值的榜样人物短剧，大学生分享
宁波榜样人物采编实践作品，小
学生集体朗诵等体验项目环环相
扣，学生、教师收获颇丰。

“我们依托项目式学习模式创
新思政课实践教学设计，开展跨
学校、跨学段的生生交流，即大学
生带领主导、中学生参与模仿、双
方合作完成实践项目，充分开展
00后中的朋辈式爱国主义教育。”
姜帆副教授介绍说。

而在今年暑期，宁波财经学院

与宁波效实中学共同推进宁波市
大学、高中思政实践教育创新项
目。一支由8名大学生、13名高中
生组成的思政社会实践团来到象
山县新桥镇洋坑村，开展实地调
研，帮助村民整理红色文化资料，
组织邀请村民练习书法并举行书
法比赛，还对当地特色美食、非遗
文化进行短视频直播，推广洋坑
村美景、美食和文化等。

活动结合实际探索不同模式，
构建“大思政”的教育体系，高
中生侧重于调研学习，大学生
侧重于组织实践等，创新形式
赢得认可。

“我们打破大中小学的学段
壁垒，从协作机制、教师队伍及
教学方式方法上，积极探索思政
课一体化，让学习贴近生活实
际，反而更受到学生欢迎。”姜帆
副教授说。

这是一个时代教育演变的缩
影。对于未来教育改革，姜帆副教
授强调了教学技术与教学内容设
计两方面。一方面，在人工智能时
代，教育应适应“互联网+”的环
境，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通过
线上线下结合，实现教学相辅相
成；另一方面，教学内容设计上，
坚持创新精神，勇于实践。成为一
名合格的“共同富裕路上的教育
工作者”。

“榜样是最好的教材，兴趣是
最好的老师。现在的学生都带着
新时代的个性，教学也应当与时
俱进，不断更新教学理念。”这是
慈溪市新浦镇中心小学副校长
岑建澎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
经验。

“我们的孩子已经离大自然
越来越远。劳动实践机会减少、劳
动实践意识缺乏，如果学校能为
他们提供切实有效的课程，满足
学生实践的需要，才能真正开启
劳动教育在全面育人中的新篇
章。”岑建澎所在的这所农村小学
早早开设了园艺社团，还开设“园
艺”校本拓展性课程，学校还有一
个独创的节日——园艺节。

学校将教学楼前的几块绿地
开辟出来，移掉花木，去掉草皮，
重新翻土，规划两块种植区域。每

个班分到一米宽、四米长的土地，
因此便将其取名为‘一米农场’。
每个学生都是农场主，从播种、发
芽、生长，到最后收获果实，获得
满满成就感。

学校二年级孩子校本课程中
有一块学习内容与节气相关。为
了让孩子们更容易理解这部分知
识，学校根据《当农场遇上节气》
校本课程的编排，安排学生到农
地里种萝卜。

在参与一年的种植活动后，
学生们掌握了基本的农事技能，
对农事产生了兴趣，开始在老师
帮助下尝试自主养护。

这过程会遇到许多状况，学
生自己动手找答案是关键。“为什
么我们的萝卜不长了？”一个班的
学生发现，明明都是同一批种下
的萝卜苗，隔壁班的萝卜长势很

好，而自己班的萝卜却“不长个
头”。

为了查找原因，孩子们分小
组，重温播种过程，通过调查分
析，对照隔壁班同学记录表中的
种植时间、种植方法、种子、土壤、
时间等，逐一排查。

最后了解到，萝卜出苗后要
根据出苗情况进行适当的间苗，
如果栽种的密度比较大，幼苗生
长较为拥挤，可以进行一到两次
间苗工作。孩子们在播种时，种子
撒得过多了。

“虽然得知答案的时候，早已
错过了萝卜的最佳生长期，再进
行间苗也于事无补。不过，孩子
们还是根据书上的要求进行了
一次间苗工作，掌握这项技能。
无论成败与否都是一种‘收获
’。”岑建澎说。

“如果说，劳动教育只是简单
地停留在传统的体力劳动，那还
是不够的。”岑建澎认为，新时代
的劳动教育需要创新形式与内
容，在培养动手能力的同时，孩子
们与自然共同经历四季，不仅观
察到农作物、大地的轮回变化，也
体悟到劳动对意志品质和责任意
识的锻炼，学着对自己的劳动成
果负责。孩子们在付出的过程中，
在对生命的敬畏惊喜中，感悟成
长，收获喜悦的童年时光。

劳动教育就像一根线，串起
学校的各种课程。岑建澎表示，劳
动教育应做好顶层设计，确定不
同阶段劳动教育的重点。对于青
少年来说，完成劳动也能从中获
得价值感和存在感，切实感受劳
动不仅光荣，劳动还让人获得幸
福，能够让身心获得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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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建澎副校长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劳动教育经验。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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