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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生命 回归自然 拥抱乡土
——河南省长垣市第一初级中学劳动教育探索

□ 本报记者 马朝宏

产教融合推动影视后期制作课程教学改革
影视后期人才的实践能力培养

在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需要当前各高校结合市场需

求，积极探索影视后期制作技术课程

教学的新方法，为影视行业和文化产

业发展培养更多应用型、专业化人

才，并以实践成果为导向，在影视后

期制作课程教学改革中，遵循“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基本特征，注重培

养学生将专业知识运用于实践的能

力，通过引进校企合作项目或技能大

赛真实选题，切实增强学生影视后期

制作技能。

西安外事学院广电艺术系面向

全国、立足西北，明确“以学生为中

心、成果导向”教学理念，构建“4+1”

课程创新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模式，

自主创新赛事平台，建构教学与产业

互动链条，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更多参

与影视后期制作的实训机会，不断增

强学生的创新思维、时代意识与实践

技能，切实为陕西省文化发展作出探

索性贡献。

构建“4+1”课程体系
优化课程教学结构

学院精准把握数字技术带动高等

教育改革、驱动新媒体发展的趋势，及

时了解广播电视、新媒体、各企事业单

位宣传推广等行业和岗位需求，打破

影视后期制作课程的学科壁垒，确定

“科技+”“传媒+”“产业+”“艺术+”课

程模块，明确“思政+”作为课程设置的

精神内涵，构建“4+1”课程体系，并随

着全媒体变革动态化调整课程体系。

学院明确影视后期制作课程教学

应建立在广播电视导论、电视艺术

学、视听语言、摄影技术与艺术、摄像

基础和影视剧理论等理论课程教学的

基础上，加强相关软件实操教学，以

提升专业学生采、编、摄、写、评、播等

实践能力。

学院提出阶段性的课程教学结

构，将课程体系划分为三个阶段。第

一阶段针对大一年级学生，对标“科

技+”和“传媒+”课程群，以基础理论和

基础实践技能课程教学为主，增强学

生图像处理、摄影摄像专业技能，完善

学生理论知识架构；第二阶段针对大

二、大三年级学生，对标“艺术+”和“科

技+”课程群，提升学生在广告片创作、

三维动画与合成手段制作、简单特效

制作、短视频创意与创作等方面的技

能，这一阶段尤其应重点培养学生审

美素养，将艺术鉴赏与技术实操课程

教学相结合，提升学生构图审美能力

和视频制作水平；第三阶段针对大三、

大四年级学生，对标“产业+”课程，培

养学生综合创作能力、运用理论知识

能力、创新能力，毕业设计是实践成果

体现的直接形式之一。在不同阶段，

思政教育皆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保障

课程体系实施方向的正确性。

坚持产教融合模式
丰富教学实训机会

学院坚持产教融合模式，投资拍

摄电视、电影作品，成功聚集一批戏剧

影视人才，通过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校

内与校外相结合，为影视后期课程教

学提供支撑。

学院聘请行业内极具艺术造诣的

艺术家作为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或者

名誉院长，并成立学生专业社团，鼓励

在校学生积极参与，作为学生参与影

视后期制作实训的良好机会。

学院接轨国家“文化强国”战略，

敢于创新，在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领

导下，坚持从专业出发，服务社会，坚

持产教融合，发展项目式教学，丰富实

训实践。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学生曾赴

韩城开展文旅项目短视频推广实践教

学活动，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运用到

实践中去，15 天完成 243 条短视频制

作、136小时直播、5部短视频作品。此

次实训实践活动将学生从校园带到了

文旅一线，在锻炼和提高学生实践能

力的同时，践行了团队合作的意义，为

文旅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西

安外事学院不断深化实践教学改革，

致力于培养更加适应社会需求的影视

行业人才。

自主创新赛事平台
完善教学考核形式

每年度举办一次的传媒艺术节，

竞赛单元涵盖摄影、微电影、平面设

计、广告设计、V视频、剧本创意创作、

朗诵配音、新媒体创意、新闻采写等，

既是学院上下高度重视的赛事，亦成

为影视后期课程教学成果的主要验收

形式之一。赛事邀请专业及行业导师

对作品进行专业评审，促进学生及时

关注行业最新的后期制作技术和趋

势，不断学习和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保持与行业发展的同步。在

此过程中，形成了“以赛促教、以赛促

学、赛教相融、赛学相长”的良好专业

氛围。

学院完善影视后期课程的教学考

核要求与形式，将学生比赛结果、媒体

和企业对学生的评价等纳入学生实践

能力评价体系，强调素养式、成果式评

价考核。与此同时，学院及时构建学

生自评、学生互评、行业赛事评审、外

聘导师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作为

单一教师评价方式的有效补充，从多

元视角为影视后期课程教学改革提出

可行性建议，保障教学成果反馈的多

元化、全面化、客观化。

□ 吴鸿蕊

·广 告·

“这是劳动课还是美食课？”9 月 5

日，河南省长垣市第一初级中学校长

蔡瑞昌的朋友圈发出了一组图片，身

穿蓝色校服的学生正在摘毛豆——这

大概就是他们的晚餐。学生三五成

群，或蹲或站，个个脸上漾着笑容。看

到此情此景，蔡瑞昌不免有些“得意”

地说：“基地的学生真幸福。”

他所说的“基地”，是指学校远在乡

下的劳动实践基地——此时，正有900

名学生在基地生活和学习，“毛豆课”是

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片段剪影。接

下来，他们还要在这里持续劳动一个多

月，其间要参与田园劳作，学习粮食加

工、厨艺、日常家庭维修、户外生存等。

一所县域公办学校何以能拥有这

样一个劳动基地？这得需要多少经

费？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长垣第一初级中学是一所典型的

县域公办学校，在区域内声誉良好、

“一位难求”，5000 多名在校生让校园

每个空间都“满满当当”。虽然，校园

绿化面积大，学校开发了“开心植物

园”课程，在占地近 10亩的“桃李园”、

学生寝室、餐厅等场所都开发了相关

课程，可这些远远不能满足 5000 多名

学生的劳动教育需求。

怎么办？蔡瑞昌的眼睛开始向外

寻找，本市恼里镇南洋学校进入了他

的视野。这所民办学校毗邻黄河湿

地，四周都是农田，附近有大型工厂，

校园内有游泳馆，但是地远路遥，师

资薄弱，生源缺乏。蔡瑞昌设想，如

果两所学校的学生相互“置换”：南洋

的学生来第一初中上学，可以享受先

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课堂模式、精

细的教育管理、良好的学习氛围；把

南洋学校开发成劳动教育基地，第一

初中学生分期分批过去劳动一段时

间，岂不是双赢？

2015年，在长垣政府的牵线下，蔡

瑞昌的设想变成了现实——两校互为

基地学校，分批轮流进行置换学习。就

这样，几乎是零投入，长垣第一初级中

学就拥有了自己的劳动教育基地。

在“田园课堂”春耕秋收

学校租借了南洋基地大门正对面

的30亩农田作为“田园课堂”。在这片

土地上，学生体验着春耕秋收的农耕

生活。随着季节变换，学生要参与平

整土地、播种、浇水、施肥、除草、捉虫、

收割等劳作，体验劳动的辛苦，也体验

收获的愉悦。

5 月，麦子半熟了，教师带学生采

集一些青麦穗，回到学校操场上烧“燎

麦”，烟熏火燎后的青麦真好吃，学生

个个搞得满脸黑灰，但都忙得起劲、吃

得开心。芒种那天，学校开了割麦动

员会，学生人手一把镰刀抢收小麦。

头顶骄阳灼人，学生一个个热得汗流

浃背，但是谁也不敢脱掉长袖长裤，虽

然裹得严严实实，身上还是被麦芒扎

得起了红疙瘩。许多学生说，这时想

起那句俗话“针尖对麦芒”——恐怕只

有割过麦子的人才会体会到麦芒确实

锋利如针尖。

虽然已经过去近一年，学生张浩

提起去年 10 月收玉米的事，当时的兴

奋劲儿还记得非常清晰：“一开始，同

学们觉得好玩，但真干起活来，才知道

又脏又累——玉米长得很高，掰玉米

时各种脏东西顺着脖子和袖子钻进衣

服里。”于是，掰玉米“虎头蛇尾”地草

草收场了。身为班长，张浩认为同学

们的劳动质量不过关，地里还有不少

没掰的玉米，浪费了很多。“如果我们

是农民，估计再累再脏也不会轻易放

弃——因为那都是钱啊。”劳作带来的

辛苦，让张浩想到了农民的不易，真是

“粒粒皆辛苦”。他现在还在反思：应

该让劳动成果与每个人的切实利益挂

钩，这样大家才会更有责任心。

田园课堂不只是学生的课堂，也

是教师增长见识的好机会。初一教师

张紫来到南洋学校一个月就认识了许

多“草”：香附子、飞蓬、白车轴草、苦苣

菜……她惊讶于野草里也有这么多学

问和“宝贝”——随处可见的灰菜不但

可以食用，还可以入药；原来萱草也叫

忘忧草；原来灰绿藜是适应盐碱环境

的先锋植物，富含蛋白质，可以作为饲

料添加剂和人类食品添加剂……

具备生活和生存的技能

除了田园劳作，学生在基地还要

学习一些日常生活技能。

长垣有“河南小温州”之称，不但

经济发达，而且是全国著名的厨师之

乡，豫菜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蔡瑞昌

说，作为一个长垣人，不会烧几道豫菜

名肴是说不过去的。学校请来厨师，

教七年级学生学做一菜一汤，八年级

学生学做两菜一汤，同时所有学生必

须学会包饺子、蒸馒头、蒸米饭等日常

厨艺。厨艺课不拘一格、就地取材，赶

上秋天校园里山楂成熟的季节，学生

还会自制冰糖葫芦。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或多或少都

会遇到马桶堵了的情况，学校因此开

设了简单而实用的“马桶清洗疏通”项

目。开设这个项目，蔡瑞昌还有更深

一层的考虑：“人有知识多少之分，但

工作的性质无贵贱之分，有的学生可

能觉得刷马桶脏，所以工作低级，我们

要通过劳动课程让他们理解劳动者的

辛苦。”基地还开设了小家电维修等项

目，谈起这些项目的缘起，蔡瑞昌说：

“家里灯不亮了、插线板坏了，不要都

等着别人来弄，要学会用自己的双手

创造美好的生活。”

基地该开发什么课程，没有现成

的模板可以借鉴，只能根据学生的成

长需求，结合现有资源不断开发。蔡

瑞昌说，课程研发并不神秘，只要真正

关注学生生命，处处留心，就会发现丰

富的劳动教育资源，不断开发出新的

课程来。

爱动物是孩子的天性，但县城的

孩子鲜有机会去动物园。南洋基地院

子很大，四周是空旷的田野，特别适合

养殖一些动物。于是，学校又有了“养

殖”项目，孔雀、羊驼、矮脚驴等动物相

继走进南洋基地。在基地西北角还有

个池塘，水里游着各种鱼，岸上也栖息

着不少禽类。学生在好奇心和爱心的

驱使下，争当饲养员，自觉给动物打扫

“房间”，为动物调配饲料，很快就熟

悉、接纳、喜爱上了这些“新客”。

广义的劳动课程应该包括体育和

生存训练。每个来南洋基地的学生都

要必修游泳课程，“让学生在初中三年

学会游泳”是学校对家长的承诺。学

校外聘教练指导学生学习游泳，这既

是一项生存技能，同时也能塑身健

美。教师张娟 40 多岁了，在南洋基地

一个多月的时间，也跟着学生学会了

游泳，她感到格外开心——从未想过

人到中年还能学会游泳，这也算是职

业生涯的额外收获。

去年，基地增添了一个新项目“户

外生存”，这个项目集国防、生活、体

育、德育于一体，包括射击、翻越障碍、

心脏复苏急救等。在心脏复苏急救教

学现场，许多学生第一次听说“9 月的

第二个周六是‘世界急救日’”，也第一

次知道了急救的“黄金四分钟”。当听

到教师说“关键时刻你可以拯救别人

的生命”时，学生学习得格外认真，也

许这一刻，年少的他们第一次体会到

生命的脆弱和宝贵。

理解乡土文化的内涵

劳动基地地处乡村腹地，是学生

了解乡土文化的好平台。

过去的 20 年间，中国经历了快速

发展和城镇化，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现在中学生的父辈和祖辈曾经生活过

的乡村正在离他们远去，变得陌生和

不可理解。了解乡村、理解乡土文化

中的深厚历史和人文内涵，有助于孩

子与父母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也有助

于他们真正读懂中国。

前年开始，随着 8 套石磨的到来，

南洋基地的“农产品种植加工课程”再

添新篇——“推磨项目”。由此，从耕

种到粮食加工再到食品制作，学生完

成了一条完整的“食物链”。

石磨是人类最古老的粮食加工工

具，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磨坊里的故事”不断出

现在各种文艺作品中。小小磨盘看着

好玩，但其实用起来是个重体力活，学

生转几圈下来就汗流浃背了。推磨

无法一个人完成，需要小组几人

合作。粮食上磨前，要反复簸

捡、淘洗、晾晒，上磨之后至少

需要4人合力才能推动。

石磨不仅是重要的农

具，也曾经是重要的“武

器”。抗日战争期间，

太行山区人民曾靠着

推动石磨支援前线，某种

意义上说石磨推动了中国

历史，推出了一个光明的新

中国。因此，通过小小的推磨

课程，学生不仅能认识祖先的智

慧、体验劳动的艰辛，更是了解革

命历史的机会。

南洋基地就坐落在黄河边上，步

行即可到达黄河湿地。每一批来到基

地的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一次“徒步黄

河”研学旅行。学生亲近乡野、走访农

家、参观工厂、捡拾垃圾、宣传环保，领

略“母亲河”的久远历史和壮美文化。

远离喧嚣的城市和紧张的校园学习生

活，让学生的身心回归大自然，享受那

份宁静和放松，这也是劳动教育的应

有之义。

南洋劳动教育基地最大的成功莫

过于受到了师生及家长的欢迎，到基地

上课成了大家盼望的事情，即便基地的

教学条件一般大家也毫不介意。虽然

学生劳动的时间多了、学习的时间少

了，但学生的文化课成绩不降反升。家

长普遍反映，孩子的身体更好了，动手

能力更强了。蔡瑞昌更加坚定自己的

认知和当年的选择，劳动教育蕴含着学

生成长所需的各种养分：知识、技术、能

力、品格、意志、情感……现有的文化课

也几乎都能融合在劳动课程之中。

现在还有几件事盘旋在蔡瑞昌的

脑中：养殖的动物品种还要增加一些；

种植作物的品种也要更丰富一些；只要

场地允许，还要再增加一些项目……为

了提升课程内涵、优化组织形式，蔡瑞

昌寻求高校的帮助，以期形成属于自己

的劳动课程图谱，培养属于自己的更加

专业的劳动教育师资。

对蔡瑞昌来说，把劳动教育做得

更深入、更扎实，已经是他对教育本质

追求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

像课堂教学变革一样重要。他说：“劳

动是另外一个课堂，从某种角度看，也

许是更重要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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