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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冬晓
通讯员 李倩）“柳老师，现在是什么季节？
明明是新春，为什么还那么冷？找不到春天
……”2月27日，柳琰老师上第一节语文课
——小学语文一年级下册第一课《春夏秋
冬》，小朋友提了这样一个问题。

柳琰是奉化区实验小学 106 班班主
任，浙江省教改之星，宁波市教坛新秀。“一
年级小朋友知识储备有限，为了让他们了
解四季不同，我在课堂上准备了丰富的图
画和视频。可不少小朋友还是说‘找不到春
天’。”柳琰老师突然意识到，再多的图画和
视频，再多的解说，都抵不过让孩子走进自
然，触摸四季。

“是哦，教室里开着空调，我们还裹着
棉袄，春天到底在哪儿呢？”柳老师鼓励孩
子们大胆提问，趁机引导大家走向户外，去
校园里寻找春天。

四季桂的树上点点鹅黄，樱花树上已
有朵朵蓓蕾，草地上抽出了小小绿芽……
一出教室，孩子们很快找到了春天即将到
来的佐证。

“老师，梅花还在开放，梅花不是冬天
的花吗？”有小朋友提问了。

“这个问题很好！我们有二十四节气，
前一段时间‘雨水’刚过，雨水之后万物复
苏，春天的脚步就近了，但真正的春天还没
到来。气象学意义上的入春，需要连续五天
日平均气温超过10℃时。现在是冬末春初，
也就是由冬转春的时节，所以梅花还在绽
放，小草已萌动抽芽。”柳老师带着学生们
一边看风景，一边细细讲解。

这节户外语文课，小朋友在叽叽喳喳
的交流声中，在触摸早樱蓓蕾的细茸毛中，
在“草色遥看近却无”的诗句中感受春天的
脚步。

柳老师把小朋友校园寻春的课堂拍成
视频晒在朋友圈，萌娃好奇的眼神、七嘴八舌
的提问、还有撅着屁股趴在草坪上找绿芽的
样子，赢得了同行与家长纷纷点赞。

“语文教学中，知识传授是一部分，还有
一部分是生活审美与情感链接。老师要引导
学生走进真实世界体会与感知，课本上的四
季美好才能在每个孩子心里‘长’出不同的
样子。”柳琰觉得这节突发奇想的语文课，也
是教学相长的过程。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林桦）武

汉热干面、新疆葡萄干、山东杂粮煎饼……3
月1日，满满当当的一桌美食出现在宁波市
李兴贵中学的开学典礼上，来自五湖四海的
学生用特产为家乡“代言”，与同学们分享，
现场一片欢乐。

据介绍，李兴贵中学的学生中，新宁波
人较多。这也意味着，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
全国各地。远有新疆、哈尔滨，近有台州、温
州等地。新学期开学，大部分学生从老家带
回了特色美食，与同学一起分享。

“你们知道温州最出名的美食是什么
吗？”306班的蔡珍珍和蔡甜甜同学是一对
双胞胎，来自温州。

“鸭舌！”几个男生大声抢答。
“对！其实，除了鸭舌，温州还有鱼丸、鱼

饼等特产，可惜过年回老家的时候，没带回
多少，都被我们吃完了。这里有一盒鸭舌，是
我爸亲手酱的，请大家品尝。”蔡珍珍说。

话音刚落，报告厅里便一阵骚动。同学
们非常兴奋，期待能品尝来自温州的鸭舌和
同学爸爸的手艺。

接着，来自山东的学生当着大家的面，
熟练地卷起了煎饼，大葱配香肠，香气飘荡
在整个报告厅；来自新疆的学生分发新鲜的
葡萄干，热情邀请大家去新疆玩；来自衢州
的同学现拆了一包卤鸭掌，和大家分享衢州
的味道。

303班郑涵懿同学来自台州，她现场为
大家唱了一段越剧，“在我们老家，逢年过
节，村里就会搭起戏台，唱的就是越剧。对我
来说，越剧的声音，就是乡音乡情。”

欢笑声、交谈声此起彼伏。美食驱散了
因学业压力而产生的紧张情绪，每个学生都
笑意盈盈。该校党支部副书记董卿正在新疆
支教，他提前录制了视频，为初三学生加油
鼓劲。看到熟悉的老师，学生们又是一阵欣
喜，纷纷表示，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一定用
好成绩给远在千里之外的老师报喜。这场开
学典礼，满满的温馨和力量。

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周孝辉表示，学
校目前只剩下最后一届初三学生了。不管他
们来自哪里，能相聚在这所学校就是缘分。

“这不仅是开学典礼，更是一场团圆饭，各个
地区的风土人情，都浓缩在了这张长桌中。对
他们而言，这是初中阶段的最后一次开学典
礼，也是最特别的一次。希望学生们在最重要
初三阶段，互帮互助，砥砺前行，不留遗憾。”

语文课
师生“校园寻春”

开学典礼上的“团圆饭”

小朋友们在校园里寻找春天。

分发新疆葡萄干。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马亭亭
通讯员 徐建川）3月1日，慈溪市龙山中学开
展了一项特殊活动：全校集体停课一天，900
余名师生外出徒步，全程15公里。师生们从
龙山中学出发，爬达蓬山，走方家河头兰屿古
道，完成了一次自然与文化交融的毅行之旅。

早上7：15，全体师生按年级分三批从学
校出发，一路途经筋竹村、达蓬山山脚、仙佛
谷徐福文化园，接着沿山顶步行到三界亭，并
通过方家河头兰屿古道，最后于下午2点半
左右到达方家河头古村。

一路上，茂林修竹，流水潺潺，景色宜人，
空气清新。在徐福文化园，同学们深入了解了
徐福东渡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感受这片土地
的深厚历史底蕴；在兰屿古道，同学们得知这
曾是通往慈城的交通要道，是一条“茶马古
道”；在方家河头古村，同学们感受着千年古
村的自然与人文之美。

徒步达蓬山，是一次体能和意志力的挑
战。因为之前连续几天下雨，登山路上湿滑难
走，但这并没有打消同学们登高的热情。有的

同学在走山路时，摔了好几跤，衣服和裤子上
都是泥巴；有的同学气喘吁吁，双腿像灌了铅
一样沉重。但同学们互相帮助，克服困难，每
一路跋涉，伴随着欢声笑语。

虽然很累，但远程徒步让同学们收获颇
丰。“风景很美，心情非常舒畅！”“想放弃的时
候，多亏有同学在身边鼓励，互帮互助的情谊
很珍贵。”“坚持和毅力不仅在爬山中很重要，
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也同样需要。”

活动前夕，学校提前对徒步路线制定了
详细规划和安全应对措施，每个班级都有带
队老师和学生全程在一起。

“此次登山活动总里程约15公里，人均3
万多步，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提振师生们在新学期的精气神，锻炼学
生的意志力。”校长罗专介绍，这样的师生徒
步是学校的一项常规活动，每年在新春开学
季都会组织，“难忘的徒步之旅不仅能增进师
生间的情谊，增强集体荣誉感，也能鼓励学生
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克服学习中
的各种困难，积极应对挑战。”

同学们在徒步中。

一堂“全长15公里”的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