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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暑期，在美丽的六朝古都南京，
我有幸参加了以数学名师张齐华为引领
的“社会化学习”主题培训。其间，除吸收
专业知识外，我对教师的自我成长产生了
新的感悟。

此次培训与以往不同。一是，培训地
点虽不在本地，培训人员却全由本区教师
组成。你身边坐着的即使不是你的同事，
也是你兄弟学校的老师。80个参会人员
原本并不陌生，可因现在彼此身在外省，
便生出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二是，
持续时间长，时间不打折。集中培训共5
日，从第一天到第五天，从上午到下午，即

便是最后一日下午需返程，也没有压缩学
习时长。在这 10 个半天，每个半天各学
习3小时，合计30小时。这里还没有包含
每节课“拖堂”及晚上研修讨论的时间。

5天，我们彼此由原来的“不陌生”变
得越来越熟悉，心不设防；5天，我们大家
仿佛重回学生时代，同坐在一个教室里，
规规矩矩听课，心无旁骛。这 5 日，眼见
一位位名师潇洒自如，耳听一句句专业性
的真知灼见，坐在名师的对面，我在思考：
同为教师，为何他们能走在美的光彩里？
如果我从现在出发，能赶得上吗？

“吴卓校长经常凌晨在朋友圈里吐槽，
说哪里哪里没有整明白，想理顺她的思
路。”“社会化学习”项目的带头人张齐华这
样介绍他团队中的一名成员。张齐华带领
的“社会化学习”团队具体有多少成员，我

无从知晓，但这10个半天里出场的10位主
讲人都给我留下了丰富的印象。他们有资
历深厚的特级教师，也有初出茅庐、工作才
两年的年轻教师；有一校之长，也有在校普
普通通，“只是教书”的一线教师；有南京大
都市名校里的老师，也有操着一口并不标
准普通话，坐标贵州大山，需要播放视频才
可见“真容”的少数民族老师。他们之间年
龄跨度大，所处地域不同，所研究“社会化
学习”项目涉及的具体内容虽能找到共同
点，但更多的是不同点。听课时，我除了细
心记录，努力领会主讲人讲解的专业知识，
上面这些“非数学学科专业知识的‘信息点
’”我也比较有兴趣。

“很多时候，我们的意见还没有达成
共识，现处于观察、研究阶段。说服对方
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是在想办法证明哪

些观点是对的，以此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
步。”原来摆在名师面前的困难一点也不
比我少啊!“为拓展自己的研究，过几个月
就找一摞厚厚的书”张齐华说他的组员，

“看书到深夜，看得眼睛都快要瞎掉了”。
听课时，如此看似平常的题外话，同样常
能引起我的注意。

“社会化学习”的理论非无源之水，名
师们的理论从哪里来？“社会化学习共同
体”非朝夕就能组建起来，名师们在实施中
如何突破难关，渐入佳境？名师们绝非生
而知之。正因为他们“一遍又一遍实验”，
无数个深夜“翻来覆去在书中找答案”、“看
书快瞎掉”，这般日复一日，孜孜以求，不言
放弃，所以才会走在前，走得远。

学习，让名师们闪耀光彩。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出发，让我们走向名师。

学习！再出发
——小学数学“社会化学习”南京行有感

□刘 芳

最近这段时间，“舌尖上的浪费”成
为火热话题。校园“舌尖上的浪费”也
是“画风惨烈”：餐桌之上的残羹剩饭；
垃圾桶里的整个馒头；煮熟的鸡蛋还没
有剥皮就被丢弃，好好的鱼虾挑上一筷
子就因为“口味不好”而浪费。“粒粒皆
辛苦”的诗歌，只是青少年嘴里滚瓜烂
熟背诵的一首诗，而“汗滴禾下土”的辛
苦青少年似乎已经很难读懂其中的真
谛。对于校园“舌尖上的浪费”，不少地
方也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措施。然而，基
本上都是处于“引导约束”的界面上，比
如“剩饭罚款”，比如“节约奖励”，比如

“善意倡导”。
要想管住“学生的嘴”，更需要做的

事情就是关注“学生的心”。说到底，制
止校园“舌尖上的浪费”，要让“粒粒皆
辛苦”的诗句在青少年的心中扎根生

长，而不能只是“嘴里的背诵”。那么，
如何把“粒粒皆辛苦”的画面定格在青
少年的脑海里呢？

我们需要找到“青少年食物浪费”
的根源，根源就在于孩子们对于“粒粒
皆辛苦”根本没有切身体会，他们不知
道“粒粒皆辛苦”到底“能有多辛苦”？
眼下，网络上有不少“大胃王主播”，而
青少年又是这些短视频的追崇者，他们
看到的是“浪费食物的错误观念”，似乎
浪费食物成为了时尚的事情。一边是
网络上“错误的价值感”污染了孩子的
心，一边是社会上“食物浪费很普遍”祸
害了孩子的认知，也就有了“言传身教
的浪费”带来的危害。青少年成为了食
物浪费的“生力军”。

要把“粒粒皆辛苦”的画面定格在
青少年心里，只有真正认知到了何为

“粒粒皆辛苦”，只有见识到了何为“汗
滴禾下土”，才能因为感同身受的强力
记忆，而理解“皆辛苦”的“真辛苦”。当
眼下的孩子连“麦苗”和“韭菜”都分不
清的时候，连“小麦”和“水稻”都搞不明
白的时候，他们能知道珍惜食物吗？因
此，笔者以为，应该从在青少年心里播
种“粒粒皆辛苦”的种子上做些事情。

其一，打造校园“开心农场”。宁波
市一家学校在校园开展了认知农事活
动，建设了“一分农田”“一舍鸡鸭”场
地，让孩子课余时间帮助管理，既感受
了劳动的不易，又品尝了劳动的快乐，
还能分享劳动的成果，如此一来“粒粒
皆辛苦”的感受也就增强了。

其二，打造老家“农事之旅”。许多
城市的家庭，其实都来源于农村，老家
就在农村，亲戚就是农民。我们应该创

造更多时间，让“城市的孩子”常回农村
的老家去看看。父母带着孩子陪着老
家的爷爷奶奶到田地里去看看，去简单
劳动，就能感知“汗滴禾下土”的艰辛，
就能知道一粟一米的来之不易。

其三，打造城乡“联谊之旅”。对于
没有农村亲戚的“城市的孩子”，需要引
导他们与“农村的孩子”结成联谊的对
子。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让“城市的孩
子”到山区，到农村，通过干些农活“当
回农民”。收一天小麦，掰一天玉米，养
一天鸡鸭，最起码不能再让孩子“五谷
不分”了。

其四，打造感受“艰辛之旅”。今年
暑假的时候，江苏沛县教育部门组织开
展了“感受父母工作”的活动，组织孩子
感受“建筑工地上的父母”、“农贸市场
里的父母”、“夜市经济里的父母”，让孩
子认知到“父母为了养育孩子确实不容
易”的现实，用“皆辛苦”的画面换来了
孩子切身的体会。如此一来，孩子对于
生活也就有了正确的认知，也就会珍惜
劳动成果了。

青少年的“舌尖上的浪费”，本质上
来说，其实就是他们只是停留在了诗歌
里的“粒粒皆辛苦”上，而并不真正理解
什么是“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因此，我
们必须在青少年的心灵深处长播下“粒
粒皆辛苦”的种子，才能长出“汗滴禾下
土”的繁茂。

管住“学生的嘴”先要关注“学生的
心”。最好的约束不是“剩饭罚款”，苦
口婆心劝说，不如感同身受认知。

把“粒粒皆辛苦”的画面
定格在青少年的心里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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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安县水口镇中心学校把课堂教学、
课外活动和校外社会实践有机结合，相继
开展了《节约用水》、《走进小蜜蜂》、《我的
生活小发明》等科技实践活动，多次获得
省市级表彰。近日，学校把孩子们带到荷
花塘边，让孩子们在愉悦的心情中领略了
美丽的荷花盛开，增长了知识。

对于“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
上头”“鱼戏莲叶间”的美好意境、对“接天
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景、对

“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

鹭”的情趣、对荷叶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高贵品质大多数同学都
只停留在书本层面，只是浅层次的诵读而
已。为了把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有机融
合，帮助学生建构“大语文观”和“大学习
观”，结合当前劳动美社会实践活动、绿色
生态保护、科技实践、发展特色农业、山水
林田湖草一体化等热点问题，打通语文、
美术、音乐、科学等学科界限，让同学们通
过动手动脑、亲自实践，在感知、体验的基
础上，内化形成，体验活动探究的过程与
方法，增强生态保护意识，体验劳动快乐，
培养合作精神，养成学科学、爱科学、用科
学的良好习惯。因此，该校成立了“小荷
尖尖”科技实践活动兴趣小组，开展《莲乡

觅宝，寻中华荷文化》科技实践活动。
活动准备阶段，兴趣小组的同学们认

真通过各种途径搜集整理相关资料，在网
上进行了莲藕相关知识问卷调查，前往水
口镇乐惠超市调查访谈，并前往来安县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聆听了农技专家的专题
讲座，对莲藕知识有了初步了解。活动实
施中，科技兴趣小组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先后三次前往水口镇蔬康莲藕家庭
农场、三城镇千亩莲藕种植基地、水口镇
廉文化主题建阳公园实地参观、调查，了
解了莲藕生长的环境、莲藕品种及种植技
术，知道农田种藕、藕塘低密度套养鱼虾、
塘埂喂养鸡鸭鹅、荷塘农家乐等给农民带
来的经济效益及生态效益。活动中同学

们细致观察，耐心倾听，认真记录，勇于实
践。活动后同学们学会了搜集整理资料，
能够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分析调查
结果获得结论；通过尝试种植藕种、给藕
施肥、采摘莲蓬荷叶、捕捉鱼虾、采收莲
藕、制作荷叶茶、制作藕粉、制作莲藕菜式
等，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学习到农户勤
劳向上、不怕苦累、热情友善的品格。在
劳动中体验快乐，培养了合作意识、保护
特产、保护绿色生态环境的意识。活动归
来，学校开展了一系列的画荷花、诵荷花、
品莲藕、手抄板、班队会、黑板报、展板等
活动，在校内外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有
效地将课外活动和课堂教学的各个学科
相融合。

莲乡觅宝，寻中华荷文化
□胡 玲

我发现我已经长大了许多，本
来，我和家人只要一言不合就会大
发雷霆，甚至还扔东西、打人。为
此，妈妈没少批评过我，甚至还想出
各种办法帮助我改正这个坏毛病，
效果都不理想。可妈妈没有泄气，
她又想出一个能控制住我脾气的办
法，那就是当一天都没有发脾气的
话，我就可以得到一个小星星。当
我积满 140 个小星星的时候，我就
可以换一个我想要的礼物。本来，
我几乎每天都得不到小星星，可是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从每一天
发一次脾气到每两天发一次脾气，
再到每四、五天发一次脾气……渐
渐地，我竟然做到每一天都不发脾
气了。

我发现我已经长大了许多，本
来，我吃每顿饭都不认真，喜欢的就
多吃，不喜欢的就不吃，妈妈批评我
挑食。现在，我努力每顿饭都好好
吃，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吃的菜，我
都会好好吃，而且定时吃饭，从不抱
怨。现在妈妈问我想吃什么，我都
会说，你们做什么，我就吃什么。经
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我终于克服了
挑食的坏毛病。

我发现我已经长大了许多，原来，我从不剪手指
甲，而我的指甲却总是很短很短，因为我都是用嘴巴去
咬。妈妈说，我8岁以前都没剪过一次手指甲。为此，
妈妈给我买过防止咬手的手套、指甲油，妈妈还说手上
有许多细菌病毒，如果咬手指甲的话，就会把这些都带
到肚子里，肚子就会疼。其实我也很想改掉这个坏毛
病，但总是情不自禁地把手放到嘴里。后来，妈妈实在
拿我没办法了，就对我说“其实别人再怎么帮你都没有
好效果，只有看自己想不想改掉坏毛病，然后自己控制
自己、约束自己。”在我努力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有个游
戏起了很大的作用，那就是每个星期六，妈妈会检查一
下我的手指甲，最初，10个指甲盖上都要长出细细的
小白线，只要小白线呈现变粗的趋势，一周后，我就可
以拿到一包卡片。在这个游戏的帮助下，我终于改掉
了这个坏毛病。

我发现我已经长大了许多，本来，只有家人关心
我，我不会主动关心家人。今天，妈妈说我突然间长大
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会这么说吗？那
是因为，今天中午，妈妈感到很不舒服很困，可是家里
还有许多家务没有完成，这时，我拿过妈妈手中的拖
把，把妈妈送到卧室，我对妈妈说：“妈妈，今天的活，我
来做吧。您不是困了吗？您睡一会吧。”然后，我真的
把屋子收拾得井井有条，妈妈说我是个能体谅别人的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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