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洪山区永安小学校长 王伟

东南一隅，拓荒翻整；阡陌井井，谓之篱园。
春时耕种，夏时耘耨；四季有蔬，瓜果飘香。
雨润雷动，万物始长；不稼不穑，冬无所藏。
劳力劳心，亦知亦行；苦中求学，勤中练强。
人生天地，劳以自立；人生在勤，方为栋梁。
以文载道，质文并举；以德涵养，君子可成。

——《东篱园序》

劳动中的成长：
汗水浇灌劳动之花

劳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依据《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要求，当前实施劳动教育
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学习之外，组织学生
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等，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
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在东篱园里，学生们在“绿色王国”中“冒险”，
学会了种植的技能，更收获了成长的喜悦。在一
次除草活动中，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分工合作，
有的负责拔草，有的负责清理，还有的负责搬运。
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任务。他们深刻体
会到团结的力量，也更加珍惜彼此之间的友谊。

此外，学生们还学会了如何通过动手实践，领
悟劳动的价值，形成劳动精神。一次由于天气原
因，园地的作物生长受到了影响。学生们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他们纷纷出谋划策，建议搭建遮阳
棚，提出增加浇水次数等解决方案。在大家的共
同努力下，作物终于恢复了生机。这次的经历让
他们更加明白劳动的艰辛与不易，也更加珍惜每
一份收获。

孩子们在东篱园里学会了如何与土地对话，
如何与作物共同成长。每一次的辛勤付出，都化

作了丰收的喜悦；每一次的汗水滴落，都浇灌了劳
动之花。

劳动下的果实：
滋养升华语文功底

要在学科专业中有机渗透劳动教育，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东篱园内的劳动教育实践，与语文
学习实现了跨学科融合。在劳动中，学生们积累
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和情感体验。再用自己的笔触
描绘着东篱园的四季变换、记录着劳动中的点点
滴滴、表达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与热爱。

我让老师鼓励学生们将劳动中的感悟记录下
来。于是，一篇篇充满真情实感、饱含劳动智慧的
作文应运而生。孩子们纷纷将自己的种植过程和
感悟写成文章，用文字记录这段难忘的经历。有
的孩子回忆：“春天，东篱园里万物复苏，嫩绿的幼
苗破土而出，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生命的奇迹。”
有的学生描绘秋天的景象：“秋天，东篱园一片金
黄，沉甸甸的果实挂满枝头，那是我们辛勤劳动的
见证。”还有的同学写道：“永安小学是我们最美丽
的校园，我爱永安小学，更爱永安的东篱园。”

我审阅每一篇文章，挑选出了优秀的范文，组
织老师编辑成作文集《春篱秋作》，作为学校劳动
教育的宝贵财富。这些文字记录了学生们在东篱
园的点点滴滴，更展现了他们内心的成长与蜕
变。一篇篇词藻优美、情感真挚，蕴含深刻的哲理
与思考的文字，就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
永安小学的劳动教育史上，闪耀着智慧与光芒。
通过作文，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在劳动中的成长
与进步，也能够感受到劳动教育的丰硕成果。

劳动里的奥秘：
气象观测有机结合

在劳动教育实践中，我们学校不仅注重传统

农耕文化的传承，更积极强化劳动教育与气象观
测之间的紧密联系，让学生们在亲身实践中感受
劳动的魅力与科技的效用。

学校在东篱园旁设立了校园气象站，可以观
测气温、气压、风向等。学生们在劳动之余，会轮
流到气象观测站进行观测和记录，学习如何准确
读取和记录气象数据。这些气象数据为园地的种
植提供了重要参考，也成为学生们劳动实践中的
一部分。

通过气象观测和数据分析，他们明白要根据
气象条件合理安排农事活动。这种劳动教育与气
象观测的结合，让他们体会到科技在劳动中的实
用性和重要性，在充分传承传统劳动的同时，紧跟
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准确把握劳动工具、劳动技
术、劳动形态的新变化，增强劳动教育的时代性。

在灌溉和施肥方面，学校并没有完全依赖现
代化的智能设备，而是鼓励学生们根据气象观测
数据，结合园地作物的实际情况，手动调整灌溉和
施肥计划。这种人工参与的方式，又让学生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了作物生长需求和气象条件的影
响，兼顾传统与创新，提升创造性劳动能力。

永安小学的劳动教育以东篱园为载体，以汗
水为笔墨，书写了一篇篇动人的田园诗篇。东篱
园不仅仅是劳动的场所，更是心灵的栖息地。学
生们在这里学会了尊重生命、珍惜粮食，体会到劳
动的价值与美好。他们观察着作物的生长过程，
从嫩绿的幼苗到茁壮的植株，再到沉甸甸的果实，
每一阶段都充满了惊喜和感动。未来，学校将继
续深化劳动教育，在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上，不断
创新劳动教育实施方案，让劳动教育成为孩子成
长道路上的亮丽风景。

东篱园：劳动教育的诗意课堂

“ 我 读 我 城 ”读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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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的 城 市 / 我 们 的 课 堂

“ 我 读 我 城 ”读 本 长江日报讯 武昌区培智中心学校师生们种植的蔬果
成熟了。火红的石榴、饱满的秋葵、清脆的黄瓜、挂满枝头
的番茄让整个校园充满了丰收的味道。近日，该校老师带
着这群特殊的孩子们举办了一场特色“校园丰收节”。

在“农民丰收节”的主题班会上，孩子们了解了“农民丰
收节”的来历和意义，以及特色的丰收节活动。紧接着，同
学们带上小剪刀、小菜蓝来到花坛，亲手摘下期盼了好几个
月的石榴和精心养护了小半年的蔬菜。

今年清明时节，武昌区培智中心学校的学生们联手武
昌区实验小学的小伙伴们，在校园里种植了各种蔬菜，每个
班的小菜园里都安排得满满当当。

三年级的丰收节开展得格外有趣。老师们带领孩子们
将本次采收的秋葵搬到了操场进行“晒秋”的体验。老师指
导孩子们将晒好的秋葵种子保留好，等到明年春天播种，让
他们感受季节的流转和植物成长的全过程。

四年级教师曹倩说，学生小佳是一位脑瘫的孩子，因为手
脚不便，内心特别敏感。这一次校园丰收节活动中，他却格
外主动。拿到剪刀之后，采收动作虽缓慢，却没有一丝不耐
烦，坚持完成了全部采摘工作。“一方小小的菜园，一棵小小的
菜苗，一段精心的养护，一场丰富的收获。这群孩子虽特
殊，但在一次次的生活实践中，也更加坚信，只要努力向上，
不停生长，人人都能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通讯员 周梦）

校长说

校长名片：王伟，武汉市洪山区永安小学校长

学种蘑菇割水稻

吴家山六小将课堂搬到田园
长江日报讯 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日

子，东西湖区吴家山第六小学的同学们迎
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研学之旅。10 月 10
日，该校 1100 名学生走进湖北省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紫薇都市田园，种植蘑菇，收割水
稻，辨识五谷，体验玉米脱粒、磨粉的全过
程，设计别具匠心的五谷丰登画……在田
间地头感受劳动的价值与乐趣，收获知识
与成长。

活动伊始，同学们在研学老师的带领
下开始创作五谷画。须臾间，五颜六色的
谷物便在同学们的手中变幻成一幅幅精美
的画作。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将
平凡的谷物赋予了艺术的生命力。在制作
过程中，同学们不仅了解到了五谷的种类
和特点，更深刻体会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以及劳动创造美的真谛。

最让大家感兴趣的活动还是种植蘑菇
和收割水稻。低年级的同学们通过观察菌
种的生长过程，学习菌种的种植技巧，了解
了如何区分不同种类的蘑菇，明白了菌类在
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激发了他们

对自然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的兴趣；高年
级的同学们则纷纷戴上手套，拿起镰刀，在
稻田里挥洒汗水。看着自己亲手收割的水
稻，同学们的脸上都洋溢着自豪的笑容，他
们深刻地领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的含义，也纷纷表示日后要更加珍惜粮食。

据了解，吴家山第六小学根据学校地理
位置和生源样本监测，积极开展劳动课程，
是希望孩子们能扎根土壤，成为自然之子，
逐渐明白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的道理。
在劳动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中，学校结合实地
研学、实验种植、生活应用等丰富形式，打开
学习围墙，引导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探索自
然规律。

吴家山第六小学校长秦璇表示，本次
研学活动，是学校首届校园“农博会”的延
续，通过逐渐丰富的课程设置和评价体系、
不断变换的学习场景、模糊边界的学科融
合和天然愉悦的学习方式，激发小学生热
爱劳动课程，提高劳动课程学习的兴趣，用
艺术的方式去呈现课程。

（鲁瑞峰）

探索自然磨砺意志

“校长有约”师生共同绿道徒步

长江日报讯 10月13日，蔡甸区第
四小学五年级学生开展“校长有约”之绿
道徒步活动，学生们和校长一起亲近自
然、挑战自我，在行走中培养强健的体
魄、坚韧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清晨，全校师生整装待发，充满兴
奋与期待。随着一声响亮的哨音，徒步
活动正式拉开帷幕。学生们以班级为
单位，列队整齐，手持彩旗，浩浩荡荡地
踏上了前往后官湖绿道的征程。

走在绿道上，仿佛置身于一幅色彩
斑斓的画卷中。金黄、火红、翠绿交织在
一起，构成了一幅绚丽的秋日图景。徒
步过程中，或穿越丛林小径，或跨过小溪
石桥，同学们不仅欣赏美丽的风景，更在
挑战中磨砺了意志。他们互相搀扶、互
相鼓励，共同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即将退休的数学老师向艳也主动
加入到徒步大军的队伍中，与学生们一
路欢笑、一路前行。她的加入让自己成
为了学生们心中的榜样，更激励着他们

不断前行、不断超越自我。
经过数小时的徒步跋涉，同学们胜

利抵达终点。虽然身体疲惫，但他们的
脸上却洋溢着满足与自豪的笑容。周
芷欣同学说：“这次活动让我看到了大
自然的美好与壮丽，也让我明白了坚持
的意义。一路上虽然很累，但同学们的
鼓励和陪伴让我充满了力量。”家长江
怀锋也为这次徒步活动点赞：“看到孩
子们在活动中学会互相帮助、共同克服
困难，我感到非常欣慰。这样的活动不
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身体素质，更培养了
他们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蔡甸四小校长胡福兰说，绿道徒步
活动不仅是一次户外活动，更是一次深
刻的教育实践。它让学生们在亲近自
然、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学会了坚持与团
结，懂得了感恩与奉献。“相信在未来的
日子里，这些宝贵的经历将成为他们人
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杨幸慈 潘侠）

课本知识和实践结合

教室里上演“大斗竹节人”大赛

校园丰收节孩子们在操场上“晒秋”

长江日报讯（记者覃柳玮 通讯员
阎进林 明淑华 毛周华）10月9日上午，
青山区钢都小学602班的教室里传来孩
子们热烈的呐喊声，这里正在举行一场

“大斗竹节人”趣味比赛，热闹的气氛吸
引了不少同学观战。

首先上场的是冯子恩和李梓瑞两位
同学，冯子恩的竹节人经过加工改造，
堪称长臂猿呀，那竹节人的手臂又长又
细，双手还握着一把青龙偃月刀。而李
梓瑞的竹节人则小巧灵活，左右手握的
兵器是矛和刀。桌面上的竹节人一会
儿抬腿，一会儿下腰，一会儿劈叉。几
个回合下来，冯子恩取得了胜利。

602班语文教师董俊介绍，《竹节人》
是六年级的一篇课文，记叙了童年时代
的“我”和伙伴们制作竹节人和玩竹节
人的趣事。老师执教这课时，孩子们都
被书中描述的画面所吸引。于是，董老
师决定在班上举行一场“大斗竹节人”
趣味比赛，并给同学们布置了任务，回

家制作一个竹节人。
听到这个消息，同学们非常开心，有

的忙着准备竹节人，有的提前学习如何
操控竹节人，都想成为比赛的胜利者。
陈昊轩的竹节人是和妈妈一起制作的，
他说：“听说班级举办这场竹节人大比
武时，我们都非常激动。”

罗雨萱同学的妈妈觉得这类活动很
有意义，她说：“活动激发孩子的兴趣，
孩子的动手操作实践能力也得到了很
好的发展。”

青山区钢都小学校长李井年介绍，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实
践活动把语文、美术、科学、劳动等学科
内容巧妙地融进课程，让孩子们走出课
本、走出课堂，走进大自然、走进生活，
在实践活动中展示自己的个性、展示自
我。“老师带领学生从课内延伸到课外，
突破了课本和学科的束缚，寓教于乐，
也让这一课成为学生心中最难忘的一
课。”

感受武汉人生活 见证中国发展

德国校长带学生来汉交流
长江日报讯“5年后再次来到武大

附中，我发现这里有了很大的变化，让
人惊叹，它体现了整个中国发展的速
度。”10月14日，德国莫尔斯市雅德芬高
级文理中学校长克拉克率领20多名学
生和教师来到武汉大学附属中学，进行
访问交流活动。

据悉，从2012年开始武大附中就和
雅德芬高级文理中学建立起合作关系，
每年都会定期开展互访活动，双方的友
情与合作也得以持续推进。这次的活
动中，德国学生入住武汉学生家庭，感
受地道的武汉人生活，在武大附中和本
地学生“同上一节课”。

升旗仪式、跟班听课、大课间体育
运动……据武大附中教学负责人介绍，
14日一整天的课程，德国学生和本校师
生的课程和生活安排完全一致，没有任
何区别对待，这也是克拉克校长提出的
要求。“雅德芬高级文理中学是德国少
有的开设中文选修课的高中，该校约有

8%的学生选修了中文，这次来访的学生
都有一定的中文基础，不过真正要用中
文去听语文、数学等课程，对这些德国
孩子们来说难度还是有点大，倒是物
理、化学、生物等实验课程，还有乒乓
球、羽毛球等体育课程，更能受到德国
学生们的喜爱和追捧。”一名德国学生
在物理实验成功后，还特别在自己的作
品上用中文写下“我们喜欢中国”“我们
喜欢物理学”。

武大附中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武
汉市首批特色示范校、武汉市国际理解
教育示范校，该校开设有“德语+英语”

“法语+英语”“西班牙语+英语”三类多
语种班，和多所国外学校都有交流。其
中，因为雅德芬高级文理中学也是以科
学教育和多语种教育为特色，所以双方
合作最为深入。“目前，国际交流活动已
逐步恢复正常，这对中外学生的成长都
非常有益。”该负责人说。

（李芙蓉 袁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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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先生的笔下，百草园是
他童年的乐园，承载着无尽的欢乐
与探索。在洪山区永安小学，也有
这样一片令人向往的天地——东
篱园。这里并非鲁迅笔下的百草
园，却同样充满生机与希望，承载
着教育的深意与自然的馈赠。

东篱园，取名源自陶渊明“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意，为
我们诠释学校“仁爱教育”通过情
感体验而自悟的真谛，更寄托了我
对孩子们回归自然、热爱劳动的深
切期望。在这片绿意盎然的园地
里，孩子们亲手播种、浇水、除草，
体验着劳动的艰辛与乐趣。当春
天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园地里，孩子
们便带着满心的期待和憧憬，踏入
这片属于他们的“小天地”。小心
翼翼地挖开土壤，将一颗颗饱满的
种子轻轻放入，仿佛是在播种着自
己的未来。每一粒种子的破土而
出，都如同这群稚嫩的小君子，学
文养德，悄然生长。

武汉市洪山区永安小学校长
王伟和学生们在东篱园里观察作
物生长。

东西湖区吴家山第六小学的同学们在稻田里参加研学。

蔡甸区第四小学的校长和学生们一起参加徒步。

青山区钢都小学602班的同学们进行“大斗竹节人”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