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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 何月丰

我认识一个校长，他提出“微笑是

一种管理”的理念。“微笑”不仅是这位

校长的特征，还是这位校长的特长。我

也曾试着用微笑进行管理，但发现只能

做到一时，难以成为习惯。这让我意识

到，好的方式方法常常具有“个人烙

印”，简单的“拿来主义”只能是东施效

颦。因此我逐渐意识到，作为一名新任

校长，在不断学习的同时也需要尽快发

现自己的特长并将其充分发挥，转化为

学校管理的一种手段。

我的特长是什么呢？许多人说：

何月丰很会写！确实，“写”似乎是我

的一种习惯，我还用它来辅助自己更

好地管理学校。

第一，写日志。我任校长的第一

年，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 46 篇

原创日志。这些日志涉及学科教学、教

育科研、学校管理、读书笔记、热点话题

等。其中，学校管理是我任校长以后才

开始写的一类文章。比如，一次课后服

务结束后我巡视校园，发现一年级的一

间教室还亮着灯，心想一定是老师又忘

记关灯了。当我走到教室门口，看到班

主任金老师正将放在桌子上的凳子一

个一个搬下来放好。我问：“这么晚了

还没回去啊？”金老师说：“我把这些凳

子放下来，这样明天早上小朋友就轻松

一点。这些凳子很重，我担心他们自己

搬有点吃力，而且会有危险。”我被金老

师的行为感动，当晚就写下《好的教育，

离不开示范》一文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

上。类似于这样的小文章经常出现在

我的公众号中。

第二，写评语。任校长后的第一个

除夕夜，我在家里静静地回顾一个学期

的工作，由衷感谢学校行政班子成员对

我工作的理解与支持。这时候我想到，

班主任在一个学期结束之后要给学生

写评语，对学生一个学期的学习进行全

面总结和评价，那么作为校长，也可以

用评语的形式对行政班子成员一学期

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和评价，同时表达

自己的谢意。说干就干，于是在除夕

夜，我给学校行政班子成员每人撰写了

一段几百字的评语，并在当天发给了每

个人。第二年的除夕夜，我继续这样

做。这件事我会一直做下去。接下来，

我还想给学校的老师写评语。除了上

述这样集中在一天给一群人写评语，我

平时也会结合具体的事件对某位老师

写一段话，然后发给对方。2022 年 12

月 31 日，我给学校一年的工作写了

2000多字的总结评语，取名《致我们的

2022——写给三毛小学的2023新年致

辞》，并发布在自己的公众号上，老师们

纷纷转发。

第三，写发言。任校长后的第一

次开学典礼，校长致辞的发言材料是

德育处提供给我的。这一次致辞，我

只是站在上面把文字读完，这让我感

觉很不舒服。自此以后，所有校长致

辞均是我自己写的。每一次开学典礼

的校长致辞，我都用心确定主题，精心

选择素材，结合小学生的年龄特点进

行撰写。写好后我还会认真制作课

件，然后以 TED 演讲的方式进行致

辞。事实上，除第一次开学典礼之外，

我在校内校外所有的发言全部是自己

写的，我还会帮助学校领导、教师修改

发言稿。

第四，写研究。任校长后，除了用

心管理学校，我在专业发展上的努力

一直没有放松。每个学期我都是学校

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人。

发表文章同样是一种“写”的体现，不

过此时的“写”更多是在传达一种研究

的态度，一种对专业成长的追求。我

提倡科研兴师、科研兴校，我希望通过

科研推动教师成长、发展学生和学

校。如今，我自己率先参与其中，我想

学校教师一定是看得见的，这样做能

提升教师对科研的认可度。

文字是一种古老的符号。用文字

管理，我认为是一种诗意的方式。在

当今这个高度智能化的时代，通过文

字传递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运用恰

当，无声胜有声。

（作者系浙江省海盐县三毛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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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校长的理想与信念④

冯程翊是星河实验小学第一届毕

业生。那一年，他拉着爸爸妈妈的手

来到星河，好奇地打量着一个叫作

“星河班”的地方。短短一年，他在日

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字——“我最

喜欢上学了”。因为在这里，他经历

了不一般的旅程，每周玩泥巴、做游

戏、练空手道、编故事，每个月可以到

博物馆、田野、农场参加实践活动，还

可以拍电影……还有他最期待的每周

科学启蒙课。一年级结束时他读完了

30 多本书，这让他自己也感到惊讶。

一年级散学礼，他们全班举行了首场

音乐会，爸爸妈妈都来了……

陶行知说：“过什么样的生活，就

受什么样的教育。”永远保有好奇心，

不断探索发现，人人爱创想、处处可创

想、时时在创想，就是星河实验小学每

一个人真实的样子。

班级的“Clone吧”

当学生走进学校，教室便成为他

们认识世界、成长自我的起点。“如何

构造充满创想的班级生活”是每个班

主任和德育合伙人不断思考和积极实

践的主题。

在班级的创想会客厅，学生多多

带来了“第一只克隆动物是英国羊

‘多利’，这是科学史上的一个高峰，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的问题。班级里

顿时炸开了锅，“我们也能做克隆吗”

“我想克隆个校长妈妈，可以陪我们

吃饭、看书、散步”“科学老师说伦理

上不可以”“那我们能不能先从克隆

植物开始……”

于是在燕子老师的班级里，植物

的“Clone 吧”诞生了。“我们要准备什

么”“我们能克隆成功吗”“我们会变成

科学家吗”……从一个问题开启一方

空间，由一方空间链接一串关乎科学

的探究，由一串探究带来了一种生活

与自然、与世界的联结，由一系列联结

唤醒了儿童间的朋辈交往方式：让万

物为师、以好奇为源、以自然启智，让

儿童的生命打开“始于万物”，让儿童

的学习打开“生于万物”，让儿童的创

想之道“成于万物”。

在星河的每一间教室里，从低年

级到高年级，“我是小问号、我爱小探

究、我能小创造”的创想阶梯伴随着孩

子们成长，教室成了“创想”最日常的

地方。在主题探究、经历发现中唤醒

师生内心，与空间无声共鸣，体察生命

的潜能，书写独一无二的心灵故事。

个性空间架起有个性的教室文化，擦

亮每一寸空间，在每一个时刻创想成

为班级文化和课程密码的交融，成为

教室的魂。

一间有特色的教室并非填充物的

物理空间，而是学生的成长空间。诗

意地构建这个空间，师生的成长也同

时被构建。这就要让每个孩子经历符

合身心发展和认知规律的课程，穿越

时空，朝向德行、学识、情感、创造、个

性、审美、生命意识等。

一场“耳朵的约会”

如何打开公共空间，让孩子们过

一种创想的沸腾生活呢？在学校的

“儿童创想家”广场上，学生创造的一

场独特的音乐会开始了，所有的乐器

都是学生亲手制作的，乐曲也由学生

来谱写，词也由学生创编、改编。

通过亲手创造乐器的过程，学生

感受到美妙的音乐不是只能由昂贵的

专业级乐器才能演奏，在“我在唱我的

歌、我在拍我的节奏、我在欣赏我的音

乐”的氛围中学会用音乐表达自己。

一场音乐剧《耳朵的约会》正式演

出，学生以最简单的乐器创造出不平凡

的节奏与能量，开创了完全不同于传统

的音乐形态。乐器中有用废弃易拉罐、

奶粉罐制作成的架子鼓，有用油漆桶、

塑料泡沫制作成的手鼓。用塑料瓶装

入小米或细沙制作成的沙锤，随着音乐

的节拍上下晃动，声音整齐、动听。学

生用声音做实验，用舞蹈写日记，这场

跨界融合的音乐剧为热爱创作的学生

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中庭会演

为孩子提供了一个释放个性的舞台，也

为立志进修音乐的学生打开了一扇通

往星空的窗户。每个儿童在艺术的天

地间和审美的空间里探索，进而获得具

有丰富体验且勇于探究的精神。

学生宁宁说：“曾老师带领我们开

展的‘耳朵的约会’真有趣，无论前期

的乐器、服饰 DIY，还是后期的排练汇

报演出，我们都万分着迷。我真切地

体验到了音乐的节拍，也感受到团队

协作配合的成就感，看着大家为我们

鼓掌，我感到自豪。”学生楠楠的妈妈

这样说：“在陪伴孩子自制服装和乐器

的过程中，她主动积极挑选与乐器相

搭配的礼服，主体性得以激活。在这

个过程中，我看到了每一个孩子呈现

的蓬勃生机，感受到了他们的成长。”

在课程建构中，我们从艺术性、生

活性、科学性等维度进行设计，形成了

人文创想、科学创想、艺术创想三个课

程维度，一场自制乐器、服装的音乐会

让每一个儿童“出场”，他们在情境中

全方位地表现自我，无论创造力还是

艺术表现力都得到了锻炼与展示。

大自然中的欢乐谷

劳动是儿童与世界相遇、与自我

相识、与未来相知的最好方式。我们

在校外建立了 33 个野外课程基地，打

开在劳动中创造的“魔立方”：让儿童

做回大自然之子，召回原生的自然学

校，让孩子过一种自然的劳动生活。

做回大自然之子。在太湖湾新康

村的劳动基地，学生在泥塘中踩荸荠、

收慈姑，虽然满身都是泥，却是那么开

心；当体验牛耕劳作原理时，他们又惊

又喜；当烧烤自己种出来的红薯时，他

们欢欣鼓舞。劳动教育要激发儿童内

在的积极动机，感受到劳动的美好，涵

养自由的创造、完整的人格。劳动观

念的打开方式一定是在儿童真实、自

由的生活和科学的创造中，在创造中

体悟劳动的快乐，徜徉在田野里的欢

乐谷。

召回原生自然学校。校园里有大

树、有精致的景观，但是与儿童的内

心、行为联结了吗？如果学校里有锁

孔花园、一平方米的菜园，还有蚯蚓堆

肥、菌菇栽培，有学生创造的小鸟喂水

器、果树嫁接、半亩生态鱼塘，那这样

的自然学校不断生成的是对科学和农

学的兴趣、对人类健康的关注和对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助力。为了让儿童回

归到原生自然学校，学校将精致的绿

化带、景观带进行了改造，改为“星星

农场”，在方寸之间打造一个生态种植

场，每个参与的学生都必须进行自己

的生态菜园操作，或者有动物养殖的

任务，或者有农作物的杂交研究等，让

学生真正拥有亲近自然的空间、时间

和体验，做回自然之子，在亲身实践和

劳作中体验积极的劳动情感。

学习自然劳动法则。那个寒冷的

冬天，四年级学生与德国工程师一起

做“树屋课程”，在树屋劳动课程中设

计了八项劳动技能，包括劳动目标的

制定、劳动材料的选取、劳动工具的使

用、劳动工序的优化、劳动的安全防护

等，并且把这八项能力细化为劳动课

程单元。围绕设计树屋图纸、制作树

屋模型、建造树屋、劳动素养评价等四

个课程单元展开。经过整整 20 天，终

于为鸟儿建了一个屋，学生将图纸变

成了现实。在劳动成果发布的“登屋

礼”上，每个学生拉着我滔滔不绝讲着

他们的创意、经受的困难、遇到的挑战

以及由衷的幸福。

在“为鸟儿们建一个树屋”的劳动

实践中，儿童以物为媒介，以具身体验

为桥梁，在劳动中学会自理，亲近自

然，创造生活。

家庭里的创想实验室

学生淳予的爸爸说：“这是一所超

级奇怪的学校，给孩子发的礼物居然

是一盒蚂蚁，孩子昨天把 5 只‘巨无霸

蚂蚁’带回家来，吓了我一跳。”原来，

淳予和 5 个小伙伴看了电影《别惹蚂

蚁》后，对蚂蚁产生了浓烈的兴趣，便

网购了不同种类的蚂蚁，开始了“蚂

蚁的世界”项目化研究。经过一学期

的观察、饲养、研究、发现，形成的毕

业论文是“蚂蚁与生态”。在毕业论

文答辩中，给全校师生呈现了真实的

观察数据和一个学期的写实记录，让

大家明白数量惊人的蚂蚁如何成为

“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除了毕

业论文外，他们还有一份给生态环保

局的建议书。

在星河实验小学学生的家里，大都

有一个独特的存在——家庭创想实验

室。学校发出“100个创意实验 100个

科学小导师”的科学创想家庭实验室倡

议，号召学生整理自己通过课堂、阅读、

网络、课外兴趣班等渠道获得的科学知

识和自己的微型研究，选用身边随手可

得的学材，把自己的学习成果向同伴展

示。这一活动既引导学生从身边的“小

先生”身上学知识、开眼界、启思考、长

兴趣，更引导学生向周围的同伴、友邻

传播自己对科学问题的认知和理解，成

长为爱科学、善钻研、会分享的科学小

达人、发烧友。同时，让学生成为课程

设计的力量，而不再单纯是课程实施的

对象，在付出与得到之间，让科学知识

和能力双向流动。

学生李涵瑜在家里和爸爸一起做

“缤纷彩虹雨”实验，从准备水、油、色

素、筷子等材料，到将色素滴入油中

搅拌，然后倒入水中，等待色素渐渐

下落……观察整个过程，从发现问题

到思考问题，然后再到实践，李涵瑜

反复实验并将实验过程记录下来，寻

找家中合适的拍摄背景并安排机位，

与家长一起设计拍摄环节……经历这

样的过程，李涵瑜的好奇心更强烈

了，更懂得如何去探索现象背后的秘

密，并把自己变成科学的“辐射源”。

每个家庭就是一个研究室，一个

房间就可以成为一个实验室，这一创

新举措开拓了儿童创想课程的实施场

域，丰富了儿童创想课程的实施主体，

和谐了亲子关系，创新了儿童核心素

养发展的多元路径，让星河娃“在斗室

之间决胜千里之外”。

在这座能呼吸的儿童创想城里，

我们遇见好奇的儿童，总有“十万个为

什么”等着你；在这里，我们遇见充满

想象力的孩子，他们的天马行空总能

出人意料；在这里，我们遇见不断创想

的孩子，他们总有创新和创造，改变和

改善着生活与世界……

（作者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星

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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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是充满好奇的，喜
欢问“为什么”；他们有着丰富
的想象力，喜欢天马行空。江
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星河实验小
学诗意地构建每一个空间，构
建符合学生身心发展和认知规
律的课程，满足他们的好奇与
想象，让他们在创新和创造中
成长。人人爱创想、处处可创
想、时时在创想，是星河实验小
学每一个人真实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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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教室完美教室””里的创意实验里的创意实验

““一粒稻米的旅行一粒稻米的旅行””劳动课程劳动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