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里有一个比较憨实的男孩子,浓眉大
眼，质朴敦厚，沉默寡言，刚接班时记不全孩
子们的名字，感觉他有点像《射雕英雄传》黄
日华版的郭靖郭大侠，恰巧他的名字里也有
一个靖。于是，我心底里就叫他“靖大侠”。

只可惜，靖大侠没有郭靖大侠勤练武功
的坚定、坚韧和坚持，他的作业总是做个六七
成，落个三四成。

带班两个月，班里学生的基本情况都摸
得八九不离十了，我开始实施“一对一”师徒
结对计划——选出班里的种子选手担任“师
傅”，以“座位就近”原则，鼓励学困生找与自
己性情相投的师傅，如师傅觉得该徒弟“孺子
可教”，则形成“一对一”师徒结对。这样，以师
傅选徒弟、徒弟选师傅双向选择的师徒结对
法，为每个学困生都找到一位“小老师”，以

“一帮一”的方式，培养师傅的责任感，提升徒
弟的学习效果。

靖大侠坐最后一桌，他的前桌恰巧是班
里的一号种子选手，特别认真努力、又很有进
取心的小旭。按照师徒结对计划，他们每天要
完成一课听写。徒弟先将这一课的词语各抄
两遍，熟记后由师傅抽课余碎片化时间听写。
完成任务的，师傅的奖励月卡不扣分，徒弟凭
抄写、听写质量得分，师傅凭听写签名还可以
领取额外奖分。

好学上进的小旭接到任务后，尽心尽责。
他督促靖大侠认真地抄写好词语，订正好错
字，又听写一课的生词，乐颠颠地带着徒儿上
讲台领奖了。我一看，好家伙，靖大侠这字写
得简直跟之前判若两人啊。不仅没有错别字，
还书写整洁，排列齐整得很！听写也全对。我
喜形于色，毫不吝啬地对他们大加赞赏，然后
大笔一挥，给了一个A+五角星，又给他的听
写加了一颗星。师傅的签名处也给了一颗星。

看到作业本上鲜红的五星，靖大侠原本
扑棱扑棱的大眼睛，瞪得更大了。他惊讶地张
大了嘴巴，掩饰不住的惊喜，就像湖水一样漾
开来了。

我调侃他：“怎么样？努力之后的成功，感
觉挺不错的吧？”

靖大侠有些腼腆地点了点头，乐滋滋地
拿着本子下去了。

托管课我去班里，还没走到讲台，靖大侠
一个箭步上来了，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果，红
着脸要塞给我。我乐了，笑着说：“你的心意老
师收到了。只是，林老师血糖有点高，不能吃
糖的，你可以把这颗糖送给你的师傅小旭，是
他让你找到这种辛苦之后的幸福感的，对
不？”台下学生“哄——”的笑开了，原来这枚
糖果就是小旭奖励给靖大侠的。靖大侠舍不
得吃，一直藏着留到我来上托管。

难怪糖果已软塌塌了。我有些动容，为孩
子的单纯，更为他的心意。

我拍拍他的肩头说：“谢谢你这么有心，
林老师知道你很想把这份快乐分享给我，这
颗糖果应该你亲口尝尝，它肯定特别甜！”

这时，机灵的小宇“嗖”的来到讲台边，递
给我一颗桂圆。想到一颗桂圆还行，我笑着接
下了。靖大侠若有所思地拿着他的那枚糖果
下去了。

没想到第二天早读课，靖大侠带来十多
颗桂圆，一颗颗摘选得干净圆润，装在透明的
塑料袋里。他满脸是憨憨的笑，把十几颗桂圆
放在了讲台桌上。

我告诉孩子们，以后不用送老师东西，大
家的心意老师能够感觉到。但透过这些颗粒
饱满的桂圆，我看到了一个孩子内心里对成
功的渴望。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
火。”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去发现每一个
孩子的光。

投
稿
邮
箱

投
稿
邮
箱

xiandaijinbao@
qq.com

我
为
乡
村
教
师
代
言

现代金报 师 作 A12
2023年4月28日 星期五 责编：万建刚 俞素梅 美编：张靖宇 审读：邱立波

教师
周刊

□
余
姚
市
小
曹
娥
镇
中
心
小
学

符
迪
飞

靖
大
侠
的
糖
果
和
桂
圆

□
宁
海
县
桃
源
中
心
小
学

林
华
烨

与
棉
花
共
成
长

我为乡村教师代言
为了真实地反应当下的乡村教师和乡村教育，宁

波市教育局、宁波教育学院、现代金报·甬派教育联合
推出“我为乡村教师代言”栏目，欢迎广大乡村教师积
极投稿，通过你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告诉大家乡
村教育的现状，让更多人走进乡村教育。

在劳动节过后，我把孩子们分成
几个小组，聘请了学校门卫师傅作为
专家，进行指导。首先将棉花种子和河
里的淤泥进行混合搅拌，各个小组对
棉花种子进行浸种探究，根据一定的
棉花种植间距挖坑种植。因为担心种
子不会每颗都发芽，每个坑里埋了两
颗种子，根据浸种实验统计发芽率。

播种以后，孩子们轮流去观察，等
待种子发芽。几天后，种子终于破土而
出，孩子们记录下叶子的变化以及植
株的高度。棉花生长在暑假里，我和孩
子们每隔几天，就会到学校里观察记

录。如果长时间不下雨，还会给棉花浇
水。当棉花长到一定程度，给棉花修剪
棉叶，为了避免长大后太拥挤，还要删
株。

8月上旬，棉花陆续结果，根据同
学们的跟踪观察，棉花开花结果是一
批一批的，一棵植株上同时有花朵和
棉铃，从花朵到棉铃裂开吐絮大概需
要一个半月的时间。

劳动实践的课程是丰富多彩的，
对于劳动的收获则需要耐心与时间。
孩子们在老师的引领下学会了等待，
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始终。

探夏·期待

2022 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称“新课
标”)，从当年秋季学期起，劳动所占课时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多种
劳动技能纳入课程。

“00 后”甚至“10 后”的孩子们，应该怎样上劳动课？劳动教育的价值体现在
哪些方面？怎样才能让劳动课落在实处、避免走形式？

地处农村，我们学校土地资源相对丰富，自从开辟劳动基地后，这一片土地成
了学生成长的舞台，孩子们在亲近自然中快乐成长。从2021年5月开始，我和孩子
们对小曹娥特色棉花的种植、管理、采摘、收获、制作，进行了长达7个月的劳动实
践。每个环节，我和孩子们付出自己的劳动，解决各种难题，与棉花共成长。

中秋前，棉花集中绽放，学校劳
动基地的棉花喜获丰收。看到遍地白
花花的棉花，孩子们乐得合不拢嘴，
个个化身采摘好手。他们把棉花从棉
桃中剥出来放入工具包中，一边采一
边讨论，说到兴奋时，总是笑声不断，
一袋袋的棉花不断地装进地头的棉
包里。

中秋以后，大朵大朵的棉花，白白
的软软的，孩子们进入了紧张的丰收
状态。只见他们或弯腰或蹲下，双手左
右开弓，将身边的棉花采摘干净、装入
口袋，动作非常娴熟。听着大家摘棉花

的声音，就如在聆听一首丰收的赞歌。
采摘棉花的过程中，同学们既学习了
摘棉铃的方法，又体会了棉农的辛苦
与收获的喜悦。

劳动基地上丰收的景象渐渐落下
帷幕。然而，不过数日，当棉花秆干枯
时，孩子们再次回到短暂平静的田地
里拾秋——捡拾那些收获过程中难免
遗漏下来的棉花，有一些躲藏在枝叶
下的当时尚未开朵的棉桃，到这时方
炸裂了开来，吐出雪白的棉朵。一道道
炯炯有神、敏锐而又细腻的目光，穿过
枝叶，成功“捡漏”。

品秋·收获

采摘好的棉花，可以做什么？怎么
做？有什么用途？收获之后，又有一连
串的问题从学生的脑海中冒出来。

棉花小队的同学们通过查找资
料、咨询师长后，决定跟随老师一起装
袋整理，去学校后面的农户家中给棉
花脱籽，为制作多样作品做好准备。

期间，我们来到建民村学习制作
手工棉被。探访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
小曹娥特有的一项非遗传承——土布
制作。

美术课上，孩子们纷纷讨论制作
棉花作品，他们把制作分成三大版块，
一是用采摘好的完整棉花做成作品，
二是用脱籽后的棉花絮做成作品，三
是用小曹娥的土布进行印染。

在一张张设计图的指引下，他们
进行小组分工，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
创造收获。一个个以棉花为原材料的
枕头、棉衣等纯手工作品，以崭新的姿
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激动、兴奋、骄傲
的神色，在孩子们脸上一览无遗。

畅冬·创作

落实“双减”，回归自然，接触土地，了解农耕文化，学校的劳动基地助力成
长，让孩子们感受了自然教育的魅力。棉花的植株高度和制作作品的时间统计以
及棉花的亩产量测算，一条棉被的重量等都用到了数学知识；用口语交际访土布
制作传承，用文字的方式记录和交流销售计划等用到了语文能力；用科学课上学
到的知识对棉花生长过程作记录并研究；用美术方面的知识对棉花作品进行设
计、美工……

在劳动教育中，立德树人，弘扬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精神，同时整合学科，让学
生成为思维的主体。回归自然，我们把劳动基地当作师生的修行之地，激发求知
探索的欲望。这期间，孩子们展现出来的动手能力，常让我感到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