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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的废纸直接扔了太可惜
了，我们可以放进‘宝箱’，攒到一定
数量打包卖到废品收购站！”

“喝完的饮料瓶也是宝贝，只要
开动脑筋，可以是笔筒、自制笔盒、小
花盆，既环保又不浪费！”

……
“绿色教育”是余姚市东风小学

教育集团的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从
上世纪90年代开始，30余年来，学校
注重培养学生的节能环保意识，撒播
绿色种子，开展了一系列节能环保活
动，卓有成效。

每年秋季开学，余姚市东风小学
教育集团都会举行“易拉罐回收大行
动”。这个传统项目最早从1991年开
展。9月1日一大早，学校门口就会看
到有趣的一幕：背着书包上学的孩
子，手上还拎着一袋袋空瓶，等待着
在回收仪式上送出。

孩子们叫这些空瓶为“小罐”。每
个人的小罐，有的积攒一个暑假，有的
积攒一年。“小罐”统一回收后，所得资
金捐入学校红领巾爱心基金，到目前
为止累计捐款20余万元，用来帮助

特困生、结对学校等。

在大队部和美术组的组织下，孩子
们还参与了“小罐”创作比赛，以易拉
罐、矿泉水瓶为主材料，进行变废为宝
创作。科技类的小创造、美术类的摆件、
生活类的小发明……如今，优秀作品不
仅在学校的“艺”起show小屋展出，还
永久保留在“绿韵”展厅。

2008年开始，学校各个班级又多
了一个箱子，上面贴着“变废为宝箱”
五个字。同学们把学习垃圾中的废纸
放入箱子，由小小节能员定期回收，卖
到废品收购站，积攒所得也是资助需
要帮助的学生。“宝箱”收集的是废纸，
积攒的是习惯，承载的是绿色的希望。

“它就像一个特别的老朋友，从一
年级开始就陪伴着我们。”提到“宝

箱”，东风校区 601 班学生杨
心彤满满的回

忆。她细数“宝箱”的用处，每当同学
们有用完的草稿纸或看完的报纸、杂
志，都会自觉塞进它的“肚子”里，

“我们还用积攒的爱心款，购买了爱
心书本，捐赠给结对学校。”

变废为宝箱，绿色达善园。绿
色环保理念传承到每一代学子心
中！据悉，目前学校正深入开展

“中德环境教育研究行动”，组织
编写垃圾分类校本课程，实施垃
圾分类课程行动，及时总结并分
享研究成果。坚持垃圾分类行
动，从学校到教师、学生，从学
生到家庭、社区，“东风人”用实
际行动呵护美好的家园、美丽
的地球。

一门课程、一个工作
室，让废旧物大变身；一群
志愿者、一系列活动，让垃
圾分类落到实处；一批小岗
位，助力学生品质养成；还有
一个新式垃圾亭，提供条件
保障。为促进城市文明和生态
环境建设，镇海区艺术实验小
学通过“六个一”，推进了一系
列扎实有效的活动，做好垃圾
分类，建设生态文明校园。

一门课程结合一个工作室。
美术、科学等多学科老师联合探
索，创建课程《废旧物大变身》，
引导学生在观察、思考、审美探索
中，开动脑筋将生活中的废旧物
品加以改造和创新，赋予其新的生
命意义。在此基础上，学校“绿手
指”工作室带领社团开展了一系列
尚美活动，活动以项目化的方式呈
现。比如“映日荷花”系列物品的制
作，都是利用身边的废弃物完成的。
好的作品，还会在学校大厅进行展
示，成为美的装饰品。

一群志愿者开展一系列活动。党
员教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自觉成为
垃圾分类工作的实践者、宣传者、倡导
者、推广者。不仅是教师，学校还成立了

“黄背包”艺术实验小学绿手指小分队
即学生志愿者团队，积极做垃圾分类的
宣传者和行动者，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
起，为创造美好家乡奉献一份力量。

一个新式垃圾亭。2022年 8月，学校
改造垃圾集中投放处为新式垃圾亭，学生
给它起了名字叫“垃圾别墅”，传达着一种
理念，即垃圾也有家，把垃圾分类送回家是
我们每个人的义务。

一个小岗位。学校把垃圾分类与学生的
能力锻炼、责任心培养相结合，通过设立班
级岗位、校级岗位，同时又延伸到家庭岗位和
社会小义工岗位。小岗位设置实现了学生垃
圾分类时间和空间的全面覆盖，让学生全过
程参与到了校内外的垃圾分类督查与实践中，
真正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与环境保护意识，让孩
子们从小拥有绿手指，做一个护绿小天使。

一系列扎实的行动带来了收获。2021年，
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被评为宁波市垃圾分类示
范学校，2022年又获评宁波市垃圾分类典范学
校。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陈晓娜

文明校园，一直是展现宁波城市文明的一个窗口。为总结、交流、推广各地各校学校生态文明

和垃圾分类教育的好经验、好做法，全面提升中小学生生态文明素养，本报特别推出生态文明校园

系列报道，从这些典型案例中探寻，校园师生是如何引领绿色生活新时尚、擦亮城市文明底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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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罐”到“宝箱”
他们已坚持32年

从2018年开发了以“一米农场”
为主阵地的系列劳动教育，到后来，
校团委学生会向全体师生发出《践行
绿色理念，共创绿色校园——绿色学
校建设倡议书》，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的生态文明教育在探索中迭代升级。

当前我国生态文明教育体系建
设和课程载体尚处于起步阶段，可供
高中生学习的生态文明教育资源不
足，李惠利中学建立了围绕“校园资
源”的课程体系，包括垃圾分类专题
课程、《会呼吸的绿色校园》及《校园
放大镜》等。

垃圾分类专题课程是以班队课
为载体进行的通识教育课，校团委学
生会以校园宣传栏、“每周一讲”等形
式宣传生态文明与垃圾分类。

《会呼吸的绿色校园》以绿色校
园为主题，结合地理、生物、政治学科
进行相关主题的知识讲授，多学科融
合便于学生系统获取“绿色校园”“海
绵校园”“生态校园”的丰富知识。

《校园放大镜》是以校园资源为
载体开发的跨学科实践课程，围绕校
园中十大主题进行深入思考，其中便
包括了海绵校园，校园内的碳中和、
水环境、植被等的价值探索。

学校还与环境能源和餐厨废弃物
处理的公司合作，建设“垃圾分类”校
外教育基地，通过参观学习，让学生在
真实的体验中了解垃圾分类，以及如
何变废为宝。

组织学生进行项目化学习，以校
园为核心，围绕地理学科进行跨学科
融合，解决校园真实的生态问题，如校
园农业生态的打造，校园洪涝灾害的
治理等，鼓励学生主动为绿色校园的
建设献计献策。

以辩论社为载体，通过社团公开
课的形式，向同学们宣传生态文明观
的正确价值取向。同学们围绕“高中生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应该重在学习理论
还是重在实践参与”“保护环境主要靠
政府和法制，还是主要靠公众和道德”
等开展辩论，在辩证思考间，树立生态
文明观。

在力学笃行中，学校还树立“惠利
志愿者”这一标志性群体，彰显榜样力
量。志愿者们在垃圾桶前“值守”，为校
园垃圾精准分类保驾护航；在社区中
学雷锋，为宁波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力
量；即便是在研学途中，他们都能秉持

“走到哪儿，绿色就到哪儿”的理念，随
手“捡垃圾”，表达学校对“惠心利人”

这一理念的坚守，对
自然环境的敬畏。

以系列活动的
形式，围绕“生态文
明（垃圾分类）”主
题，从知识的普及
到真理的探寻，从
课堂的学习到课
堂 外 实 践 的 探
索，从校内的“行
为规范”到校外
的“知行合一”，
教师与学生一
起，在相对空
白的“生态文
明”教育领域
探索前行，提
升生态文明
素养，共建
绿色校园，
共 享 美 丽
宁波。

生态文明教育生态文明教育
在探索中迭代升级在探索中迭代升级

镇海区艺术实验小学CC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BB

余姚市东风小学教育集团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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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9月开学，孩子们拎着一袋袋空瓶，等待着在回收仪式上送出。

组织学生进行“农业生态”的项目化学习。资料图片

利用废旧物品做出的“映日荷花”。

““六个一六个一””特色推进特色推进
垃圾分类全覆盖垃圾分类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