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镇海中学

象山县塔山幼儿园

现代金报 缤纷校园 A07
2022年10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张靖宇 审读：胡红亚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
者 王伟 通讯员 曾昊溟 方捷）10月
26日下午，镇海中学又一期“校长有
约”在校史馆会议室如期举行。校长吴
国平与六位来自不同年级的同学相聚
一堂，一边品味咖啡，一边在轻松的氛
围中畅谈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的话题。

当天，六位学生通过自愿报名，将
自己的心声写成信件投入“校长有约”
活动信箱，带着自己最关心的问题与
吴校长“零距离”交谈。活动前，同学们
认真准备了与吴校长的交流发言内
容，不仅详细介绍了与话题相关的细

节问题，还从学生视角提出了一些合
理的建议。

有同学提出，高考临近，同学们学
业压力较大，是不是有必要在高三年
级开设心理课程，疏导同学们的心理
困惑？吴校长说：“你的问题提得很好，
学校一直非常重视心理工作。我们的
心理课程主要在高一高二阶段开设，
高三年级部分同学也确实存在这方面
的需求。考虑到高三的实际情况和你
的建议，我觉得可以采用面向高三同
学开设讲座的形式，让有需要的同学
来参加，你看怎么样？”

还有同学观察到，食堂菜品虽然
大多标有菜价，但一些新上的菜品却
没有标明价格。吴校长对这个问题表达
了关注，立即联系了总务处进行处理。
吴校长还说：“我觉得没有标价格的菜，
是不应该收费的。”第二天，食堂屏幕上
就显示了所有在售菜品的价格。

活动结束之后，蛟三2班的周安东
同学说：“确实十分激动能和校长面对
面谈这么久的话，我在校长的耐心回
答中听到了他的敬业和责任感，这很
值得我学习。”在聆听其他同学与校长
的对话后，周安东还感受到用多元视

角看待学校和社会上一些问题的重要
性，他说这对他颇有增益。

据悉，十年前，学校为了鼓励同学
们积极建言献策，共同参与学校管理，
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推动有关工
作做得更好，推出了“校长有约”活动。
校长定期与自愿报名的同学面对面谈
心，让同学们在平等轻松的氛围里向校
长提出问题和困惑，寻求支持和帮助
等。同时，学校也通过此举培养学生关
心集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极主动
参与学校管理的意识。据了解，这个已
坚持十年的活动，还将继续开展下去。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
者 樊莹 通讯员 王惟珺）红色藏品收
藏家、文物守护人、白衣战士……10
月25日下午，在宁波外事学校“赛赋”
五育活动周启动当天，一批来自宁波
各行各业的人物代表结合自身经历讲
述感人故事，为台下学生上了一堂有
理想高度、情感温度的“思政大课”。

虽然在电视上看过天安门广场升
降国旗仪式，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每天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国旗都是崭
新的。清晨，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升
起，傍晚又将国旗降下，精心叠起、编
号收藏、放进旗盒，后续会作为荣誉和
奖励授给有杰出贡献的人或组织。

作为第一位主讲人，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永国红色记
忆展览馆的馆长牛永国，现场带来了
一面特殊编号的国旗（2021 一 0270），
这面国旗曾在2021年10月1日这一
天在天安门广场国旗杆被悬挂使用。
他希望，更多年轻人看到实物，能传
承和发扬红色精神，在新时代下走向
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蒋丹捷是宁波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食品安全所（学校卫生所）的一名
工作人员。她为学生讲述了疫情来临
时，疾控人如何随着疫情防控工作的
持续深入，坚守抗疫第一线的事迹。
没有什么超级英雄，不过是一个又一
个平凡的人把自己的能量拼凑起来，
然后才有划破黑夜的光亮。

还有宁波市海曙区消防救援大队
谢郑勇结合一件旧棉袄开始讲述他
的消防经历；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分局
反诈专班负责人周寅分享反诈行动
中的小故事；宁波轨道交通高级工程
师宓绅讲述了宁波地铁从无到有的
过程，展望城市发展的未来；宁波市
文旅集团下属会展旅业公司项目经
理周震宇探寻了甬城的红色根脉……
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

学生们在台下连连点头，开始对
青春有了新的理解。20金融3班张乐
说：“我们行走在青春的旅途中，只有
将小我融入社会的大我中，才能使我
们的青春更加灿烂。”

宁波外事学校的校长俞浩奇在活
动周启动时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天赋，都蕴含着强大的能量。我们
希望每一位外事学子都能相信自己
的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起跑线，锤
炼品格、强智健体、陶冶情操，成就出
彩人生。”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林燕）我们每天
吃的盐从哪里来？海水真的可以变
成盐？近日，象山县塔山幼儿园的孩
子们带着这些疑惑，在老师的带领
下走进花岙岛，探索古法晒盐的秘
密。

来到晒盐技艺非遗传承所，小
“盐”究生们眼前仿佛打开了探索
“盐世界”的知识大门。在活动负责
老师严盼盼的讲解下，孩子们知道
了海盐晒制是以海水为原料，利用
滩涂、结合日光和风力曝晒、蒸发、
制取饱和卤水，进而结晶制取原盐
的传统手工技艺。整个晒制过程有
十几道工序，纯以手工操作。

“原来盐是这么来的啊。”小朋
友们直呼不容易。“我们象山的制盐
历史非常悠久，曾是响当当的‘贡盐
之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盐场逐
渐消失，花岙岛是全省现存唯一非
遗活态传承的海盐晒制技艺基地。”

严盼盼说道。
听完讲解的孩子们跃跃欲试，

迫不及待地想要亲自体验一把这具
有悠久历史的技艺。于是，穿雨靴，
拿工具，小盐农正式上场劳作。

“老师，我想去拉盐花，那个很
有趣！”“我要去推盐，把盐堆得像小
山丘一样！”他们有的拉，有的推，干
得特别起劲！但还没过一会儿，孩子
们就渐渐“泄气”了。

“我的手有点酸啦，都出汗了！”
彩虹七班的柯淏文小朋友刚说完，
就放下了工具，在一旁休息。通过亲
自体验，孩子们都发现了看似简单

的晒盐过程其实并不简单，手工晒
盐需要烈日下进行，又闷热又辛苦。

“原来一颗颗小小的盐晶，包含了盐
农伯伯的许多智慧与汗水。”柯淏文
说。

象山县塔山幼儿园园长张瑞玉
表示，这次沉浸式的制盐体验，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家乡非遗文化的魅
力。“当孩子们看过的风景足够丰
富，大脑中对于世界的认知就会更
加多元化，不管是对地域差异还是
文化差异，都会有更大的包容度，从
而让孩子的视野变得宽广，内心变
得丰盈。”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蒋健）10月 26
日午后，象山县泗洲头镇初级中学
的一些学生围聚在学校劳动教育基

地，原来是学校的一位清洁工正在
使用老式的风谷机清理稻谷。这一
场景，不仅吸引了学生，还吸引了年
轻教师驻足观看。

“这是做什么的？我从来没见
过。”年轻的英语老师林梦艳问道。

“这是用来去除稻谷的杂质，手
摇产生风能，就能将稻谷中干瘪的
颗粒、秸秆屑吹出去。”正在旁观的
802班黄鑫晨回答。

虽然以前见过风谷机，但是林
梦艳从来没有近距离观察过，更别
说亲手体验了。黄鑫晨看出了林老
师的好奇，主动说，“老师，我来教
你，你看我操作一遍就会了。”说着
他就摇起了风谷机的手柄。伴随着
手摇风扇的快速旋转，入料仓中的
稻谷缓缓下降，饱满的稻谷落入麻
袋中，而其他杂质从侧面被吹出。

看完整个流程，林梦艳也上去

操作，真实感受风谷机的功能。“想
不到现在还有学生知道风谷机，不
仅会使用，还懂得操作原理，他们真
的很有生活体验，我作为年轻老师
在这方面确实比不上这些学生。”林
梦艳感叹，教学相长，现在劳动教育
已经正式成为一门独立课程，这其
实也是对老师的挑战，老师也应该
多“充电”，填补知识盲区。

副校长蒋健正好路过看到这一
幕，忍不住用相机拍下了“学生反向
教学”的场景。蒋健表示，农村学生
的生活经验往往更丰富，生活就是
最真实的劳动教育，看得见也摸得
着。他希望黄鑫晨以“老师”的身份
给年轻老师们正式上一堂课，介绍
一下关于农业生产的老物件，并指
导老师们亲身实践。“‘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教学相长是教育的规律，
也是教育真理。”

老师不知“风谷机”学生开启“反向教学”

十年“校长有约”共话校园管理

认真制盐

各行业代表当老师
上堂有温度的思政大课

拉盐花、推盐、收盐…………
孩子体验
生活的“咸”

象山县泗洲头镇初级中学

林老师观察“风谷机”。通讯员供图

孩子们在推盐。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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