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我看到了童话里的雪。
这雪，下得很大。但由于天气转暖的缘故，雪落在地后，依旧是松松的。抓起一把雪，软软

的，看着它在手里慢慢融化，成为一滴水，顺着手指的缝隙流淌下来，岂不是一种乐趣？
走在路上，那车、那松树、那台阶……无不展示着雪的魅力。 松树上，覆盖着一层厚厚

的雪，像一把白色的大圆伞，展现着蓬勃生机。 你若是踢它，它便跟你赌气似的，“哗”地落
你一身，有好几个同学因为踢它变成了落汤鸡。 再看那高高细细的树，那妖娆的劲头更是
无与伦比。 雪是白的，但远远望去，它又是银灰色的，犹如神秘仙女的霓裳羽衣。

一会儿，刺眼的阳光照在雪上，光芒耀眼，似一堆堆火焰在雪白的地上燃烧。 雪，渐渐化
了……

这是大自然赠与我们的礼物，也是一种提醒：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减少污染，受益者还
是我们。

王嘉仪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女孩。无论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还是
朝夕相伴的蝴蝶犬； 无论是马尔代夫的海钓， 还是坝上草原的漫
游，一景一物、一人一事，都能作为她挥洒笔墨、抒发情感的对象。

王嘉仪是一个灵动的女孩。 她表达流畅， 富有新奇的想象
力———草原上的青稞像缕缕青烟，随风晃动；粉红小花是淑女长长
的卷发；金盏花是希腊神话中迷人的阿多尼斯……

王嘉仪也是一个有思想的女孩。 仰望星空， 有自己追求的理
想。 脚踏实地，能在朗读比赛时，忍着病痛，拼搏到底……

每个优秀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妈妈每年圣诞节都会给她一个惊喜， 使她成为一个懂得温情

的孩子；伯父会将爱心传递给那些贫困的学生，影响她成为一个有
爱心的孩子。

祝愿王嘉仪同学继续用自己的笔， 记录下成长道路上每一个
精彩的瞬间。

———王嘉仪的班主任、人大附小教师丁慧娟

王嘉仪，2001 年 10 月出生，祖籍山东。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
学六年级在读学生。

带本书去旅游是她最喜欢的事情。 大自然中丰富的素材影响
了她的眼睛、耳朵和头脑，使她具有了敏锐的观察力和想象力。 无
论是与各族朋友的接触，还是与来自各地的游客交流，以及登山、
海钓等活动，都在不知不觉中锻炼了她的体魄与意志。 这些，不仅
是她能写出以下文字的原因，也是她能成为学校知名的小主持人、
小演说家的原因。

说新语师

体验式教学、引导式教学，这些
关注学生想法， 注重培养学生主观
能动性的教学方式， 对于很多乡村
教师而言，是陌生的，更不用说大胆
尝试。 如何能让乡村教师接受并应
用这样的教育教学方式，影响孩子，
改变孩子？

真爱梦想通过一个名为 “梦想
教练计划” 的暑期支教活动实现了
这一设想。 该计划旨在培养一批训
练有素的“梦想教练”，让他们深入
到梦想中心所在学校， 将梦想课程
教学方法与乡村教师分享， 帮助乡
村教师将梦想课程带进自己的课
堂，让更多孩子享受学习的乐趣。

与单纯面向学生的传统支教不
同，“梦想教练计划” 培训的对象是
一线乡村教师。 为什么会选择这种
模式？ 该项目负责人表示，这源于真
爱梦想一直以来坚持的教育理念 ：
只有好教师，才能带来好教育。 教师
是孩子生命成长的见证者和影响
者，改变教育必须从改变教师开始，
改变教师才能改变孩子。

通过严格筛选的梦想教练支教
团队， 在集中接受了由基金会组织
的 TOT 培训后，分组深入乡村教育
一线， 为当地教师演示和分享梦想
课程， 促进乡村教师教学理念和教
学方式的转变。

在培训方式上 ，“梦想教练计
划”一改传统的讲座和报告的方式，
采用游戏体验、 互动讨论等体验式
教学模式， 让教师参与到情景讨论
中，直接感受梦想课程，让乡村教师
从知识的给予者变成学习引导员的
转变。

从 2010 年开始，真爱梦想已连
续 3 年 ， 共组织了 97 支志愿者队
伍，行走 12 万公里 ，对 26 个省市 、
12400 名教师进行梦想课程理念宣
传和体验式培训。 今年， 真爱梦想
还将组织 40 支支教团队 ，开展 “梦
想教练计划 ”暑期培训活动 ，帮助
更多乡村教师掌握梦想课程的教学
方法， 带给更多乡村孩子素质教育
课程。

（作者单位系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

（摒弃灌输，注重体验的“梦想
教练计划”暑期培训，让很多教师眼
前一亮， 这种游戏式培训模式让不
少教师重燃教学热情。 下期，我们将
为您带来参与“梦想教练计划”的老
师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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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从教师开始
□ 赵 洁

“真爱梦想”行动 30

温

对于学校劝退学生的行为，
我也曾和一些校长沟通过，校长
表示很无奈。因为上级领导强调
升学率， 他们也是不得已而为
之。 其实，“逼迫”学校劝退学生
的不仅是学生， 还有一线教师：
“学校的考核指标压得我们喘不
过气来，不及时处理违纪的后进

生，不仅影响一个班级的学生，还损害教师队伍的利益，影响团
队的工作积极性。 ”有的教师甚至在家长面前苦苦哀求：“孩子
实在是太难管了，还是早点找一个合适的学校，离开吧！ ”

由此不难看出，在一个效益至上、利益至上的教育环境中，
从上到下，从校长到教师都身负重压。 在此背景下，对一些违纪
后进生的劝退也就在所难免了。 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用“管
卡压挤练”强化分数、靠题海战术提高成绩，仍然是目前许多高
中学校的“主打”。 不禁要问，在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推行了
10 年，高中课改也在全国普遍实施的今天，这种传统的教育模
式为什么仍然坚不可摧呢？

我觉得，除了社会、文化、制度等多种因素外，校长的办学
理念、管理理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校长办学理念的形成和社会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如果我
们把现在的高中学校校长（主要是“热点学校”）做个简单的梳
理， 就会发现这些校长多数成长、 成熟于教育产业化盛行时
期，他们是“国有民办”学校的缔造者，他们曾一度是社会乃至
各级政府公认的功臣。

我们不妨回顾在世纪之交“人民教育人民办”的时代背景
下，这些校长不要政府一分钱，采取贷、集、垫、借等多种融资方
式，依托“名校”超常规兴建了一大批初高中学校。 这些学校，无
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在当地都是一流的，它们是校长和当地党
政领导的骄傲。 一方面，校长依托这些丰厚的教育资源，努力提
高升学率，扩大招生规模，逐步扩大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校长
依靠高额收费偿还建校欠款，维持学校正常运转。 创造了一条
独具时代特色的学校自主发展、自我壮大之路。 这种“教育产业
化”不仅催生了一批“超级中学”，还培育出一批创建并掌控“超
级中学”的名校长。

对这些校长而言， 他们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办了一所学
校，同时形成了一种管理模式。这种模式是：办学校=好生源+升
学率+社会影响+扩大规模+高额收费，学校管理=高度封闭+管
卡压+分数评价+严格奖惩。 这种模式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教
育和经济挂钩”、“用经济的手段办教育”。

又由于这些学校大都是校长一手规划、设计、建设起来，并
在他精心、严密的管理下一步步发展壮大，校长往往将学校视
为己出。 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以校长为绝对核心的管理团队和
在校长单向思维主导下的学校文化。 所以校长在学校管理中的
独断、专制也就不足为奇。

这种管理模式和思维方式与“以人为本，科学、民主、和谐
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不相符，更与注重“全面发展、个性张扬“的
新课程理念相背离。 要改变这种状况，校长必须尽快转变思维
方式，跳出“收费办教育”和“单一应试”的怪圈。 要与时俱进、跟
上时代的节拍，摒弃功利化，多从民主、民生的角度思考教育，
走改革开放、多元特色的学校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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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怒放的生命
□ 廖晓玲

□ 刘海燕

留下 100米
让孩子自己走

王柱华/图文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我的

□�王立兵

“双城”记

对学校“劝退”
学生行为的思考

（二）

沿着美丽的前河流域， 从四川省宣汉县出
发，逆流而上，途经三河、黄石、下八、南坝、昆
池，再绕盘山公路上行，经大梁、桃花，便抵达宣
汉县海拔较高的乡镇———丰城。

丰城历来有“双城”之说，即大丰城 、小丰
城。 大丰城是该镇治所，又称“丰城场”，其下场
老街石牌坊上， 仍有追随王维舟将军之革命家
冉雨生题赠的“丰城场”三字为证。 小丰城则是
丰城镇的一个行政村，与大丰城相隔二三里，并
肩而立，遥相呼应。

大小丰城浑然一体，有童谣“大丰城，小丰
城；内罗城，外罗城；四十八里穿城过……”抗战
时期，日本轰炸机在光临了重庆上空“拜访”了
蒋公之后，突接总部电报“目标！ 目标！ 川东北！
双城！双城！”，敌机纵横几千里，长途跋涉，炸到
弹尽粮绝，仍没有发现轰炸目标，悻悻而去。

大丰城历史悠久，建制完整。 以丰城中心
校为中心， 东南西北 5 条主干街道辐射延伸。
新兴区域虎虎生气，古道老街诗意温婉。 撑着
油纸伞，沿着长长的青石板路逶迤而行 ，像穿
行在戴望舒飘着丁香花的雨巷。 驻足在古老的
石牌坊下，聆听牌匾上依稀可见的大字倾诉岁
月的厮杀。

丰城依山而建，近无临河。 虽无近河，丰城
却靠一眼清泉润得物华天宝，福寿延年。延丰城
中心校上行，一路杨柳依依，白桦夹道，步行六
七分钟，便可寻得“龙王头”的泉水。泉水冬暖夏
凉，碧波一泓，仙雾袅袅，汩汩之声不绝于耳。城
镇因她而沸腾，也因她而有了依靠，上万人口，
吃喝洗涮，竟不在话下。

丰城枕山面水。 山如大包，形似龟背，所以
人们称其为“大包寨”或龟背山。 虽云“寨”，却
是莽莽苍苍，八方交集，只不过群山荟萃，到此
一聚。

丰城一年四季，景色层次分明。 春天，丰城
像白豆腐一样娇嫩朴实。 不集中、不刻意、不显
摆，素面朝天，却香艳逼人；夏天，尤其是夏天，
这里是天然的避暑山庄和氧吧， 只要在见不到
阳光的地方，树荫、屋檐、花间，你都能享受凉
意。 风从山坡、峡谷款款而来，在绿油油的玉米
地里打个滚，沾些花草气息和甜味，扑在人的脸
上，扑进人的生活。 风的诱惑，让丰城又多了一
个“风城”的雅号；秋天，秋草黄了，菊花开了，还
有秋虫鸣叫，雁南飞，所有的古典和诗意都写在
山乡小镇的“秋声赋”里；冬天呢？应该是小小的
残酷———太冷了。但是，当你躺在床上听夜雪静
响、风吹口哨，会不会有一丝温暖和顿悟？

如果说丰城的政治、 经济、 教育成在大丰
城，那么其精神所在必是小丰城。

与龟背山相比，小丰城更显苗条、秀气。 远
望其山，底部佳木繁荫，墨绿通透，宛如碧海绿
波。 峰顶平处如舟，异石如桅似人，犹如仙舟扬
帆起航，又如佳人翘首望之。

龟背山、小丰城，还有那口千年老泉“龙王
头”。福地神山灵水，让小镇人仁厚、智慧、长寿，
从朝霞满天之早晨，斜晖脉脉之黄昏，再到万家
灯火之静夜，小镇人惬意地生活在山的剪影，泉
的波光之中。

突然想起中学时代在龟背山和小丰城留下
的青涩照片，有的居于高处“趾高气扬”，有的寄
于林下“小鸟依人”。 如今，岁月已经发黄，青春
转瞬即逝，面对故乡的山山水水，不觉有“是非
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之感。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宣汉县南坝中学）

女儿要到达读书的学校，需要经过一个十字路口，家长只可
以把孩子送到路边。孩子在值班教师的看护下自己过斑马线。从
路口到学校，这段距离大约 100 米。

女儿一年级时，被同学误伤了眼睛，就在距离瞳孔很近的地
方。 在得到消息的一瞬间，我的惊恐也随之扩大。 自从那次事件
发生后，无论多忙，我都会挤出时间偷偷“跟踪”女儿，直到那个
小小的身影走进校园，绕过操场的花坛，走进教学楼。

半年后的一天早上， 女儿发现了我， 她急急地转身向我跑
来，小脸涨得通红，说话的声音也变得很大：“妈妈，我长大了，以
后你就别总是跟踪我了，留下的 100 米让我自己走好吗？ ”

我愣住了。 没想到，我的良苦用心女儿根本不买账。 回想起
手术室外近 3 个小时的焦急等待，我举起了手……“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不懂事！ ”

当天夜里，我久久没有倦意。 放眼窗外，泪水不知不觉打湿
了脸颊———这件事， 我本该和女儿好好谈的。 现在却搞得一团
糟。 耳边再次传来女儿的哽咽声：“妈妈，我可以自己走……”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段文字让我幡然醒悟：蝴蝶的幼虫破茧
成蝶，几经挣扎，非常痛苦。 稍倾，它就能振翅欲飞。 但如果借助
外力，几分钟后，它便会死去；羚羊妈妈产下小羚羊，尽管孩子跌
跌撞撞，她也不会去帮助它，因为小羚羊跌撞的本身就是成长的
关键环节；出生不久的小豹艰难地靠近雄豹捕获的猎物，母豹只
是站在不远处静静地观望，看着幼仔一次次笨拙、吃力地尝试着
撕咬，直到它成为一名勇猛的骁将。

面对措手不及的意外，我不能保护孩子一辈子，但我能教
给她防范和应付意外的方法。 于是我取消了“跟踪”计划，一直
悬着的紧张心情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一日，班主任告诉我，在新
的一轮班干部竞选中，女儿得票数最多，因为她总能帮同学解
决问题。

细想起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是身为父母的我们，不愿
放手，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或多或少地束缚、左右着孩子迈出
的每一步。

作为一名教师，我也时常在反思自己。 课堂上，我们是不是
也应该给学生留下“100 米”，让学生独立思维的火花闪烁得更加
自由、美丽；是不是应该在学生的日常活动中，给孩子留下“100
米”，让他们无拘无束地放飞理想？

留下 100 米，让孩子自己走；留下 100 米，给孩子一片自由
飞翔的蓝天。 让孩子在我们期待的目光中，每一步都走得自如、
稳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文化中心小学）

慧谷智

活随笔

人到中年才知道，原来平淡、单调的生活可以让人老得这样突然，猝不
及防。

于是，想去看看久违的朋友，看看大家是否也像我一样，麻木地活着。 和
好友见面才明白，把自己困守在一个地方是多么愚蠢的事情。

娟，年轻时代是个俏佳人，现在看上去也还那样年轻，我半开玩笑地说：“你的脸
上怎么泛着瓷器一样的光？ ”她反问：“干嘛苦自己，别看我在超市上班，而且天天站
着很累，可稍有闲暇，我就邀好友喝下午茶，聊聊家长里短。 晚上的节目更丰富，K
歌、跳舞……天天幸福又满足，怎么会老呢？ ”

燕子，原本就低调的一位女子，结婚后当起了全职主妇。 可是为什么一个每天围
着锅台和厅堂转悠的人，也这么年轻？ 她说：“我知道自己是个凡夫俗子，于是我就在
琐碎的生活里感受点滴幸福和温情。 我把家人的一日三餐当成最重要的功课，在柴
米油盐上下足了功夫。 ”“其实每样食材里都蕴含无限的可能，每一份菜谱里都藏着
一份小巧的心思。 当家人满足地夸奖我，我心里比喝了蜜还甜，又怎么会老呢。 而且
每个季节，我都会和家人旅游，在山水间放松心境，自然什么烦恼都丢掉了。 ”

再看看自己，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本来应该心满意足
的，可每天还板着面孔过日子，难怪会觉得那么空虚。

不由想起家里曾养过的一盆昙花。昙花总在夜深人静时开放，它尽力伸展浅白
的粉瓣，繁复的花朵仿佛一张微笑的脸。它的花蕊也努力地向前，热情地召唤着你。
它仿佛知道自己短暂的美丽有多么可贵，所以总是开得随心所欲，激情四射。 欣赏
昙花的盛放，如同欣赏一个人快乐生活的意志。 人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活着？

无论颜色多么朴素，质地多么普通，美丽的绽放总让人崇敬。 让我们灿烂地绽放
吧，无拘无束地怒放，才是生命最应该具备的姿态。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望江县中洲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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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师报千校阅读联盟行动计划 2013
千校阅读联盟，是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 ，记
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
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1. 各地成立读书会，确定负责人，公布联络方式，预告读书内容，定期
举办读书沙龙
2 组建推广阅读专家团队，指导成员校深入、持续推进阅读，内涵发展
3. 为阅读成效显著的成员校量身打造观摩研讨会、现场会等推广活动
4. 为优秀成员校挂牌，建立培训基地
5. 为成就突出的成员校校长、教师举办教育、教学、管理思想研讨会
6. 组织出版社、阅读成员校交流活动，为成员校出书搭建平台
7. 组织出版社向阅读成员校赠书活动
8. 召开千校阅读联盟年会，发布相关标准、报告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40 13810009700 冯永亮
010-82296736 13439386850 刘亚文
邮箱：jsshzk@126.com

我们的学校有一片菜园，它是学校开辟出来让我们种植作物的一块田。 虽然它不是太
大，但却是我们自己打理、自己播种、自己收获的菜园。 它让我们更加了解自然，了解春播
秋收的乐趣。 是它伴随着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小学生活，是它引导着我们了解了劳作与收获
的意义。

我爱学校里的这片田，它是上一届的学姐、学长交给我们的。 我们即将毕业了，而我们也
会把它交给下一届的学妹、学弟。我希望这块田一直存在，让更多的人去播种去收获。就像对
待学业一样，我们在春天努力，才能在长大后的秋天尝到收获的快乐。

春天里我们撒下种子，有豆角，有辣椒，有黄瓜……我们看着一丛丛的小苗在泥土里抽
出嫩芽，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地长大。 我们为它们除草、施肥、浇水，在每一个课间我们都会来
到这片田，看它们茁壮成长。 它们极像我们，老师、家长何尝不是这样看待我们，他们无微不
至地照顾我们，就是盼望我们像它们一样成长。 通过种菜，我们体会到了老师和家长的用心
良苦。

夏天，园子里的蔬菜蓬勃生长，叶片绿油油的煞是可爱，豆角的紫色小花开了，辣椒也开
出了白色的如同星星般的花朵，美丽的菜园飘着泥土与植物的芳香。 秋天里菜园子里热闹极
了，紫色的茄子，红红的辣椒，长长的黄瓜和丝瓜，豆角藏在叶子底下。 当我们把亲手采摘的
蔬菜带回家，当妈妈把它们做成菜的时候，我们真的尝到了收获的喜悦。

品尝收获的同时，我们也回想到了播种、浇水、施肥的辛苦。 当我们长大了，再次相遇，谈
起小学生活，我们一定会记得学校的这片田，这片我们心中的菜园，是它让我们懂得团结，合
作与分享。

我爱心中的这片田，更爱我们生活了 6 年的校园。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心也可能蒙尘，但
我们的校园将是一块永不褪色的宝玉，始终是一池鲜活温润的湖水，在苍茫的天空为我们划
出一片蔚蓝。

心中的那片田
□ 王嘉仪

歌诗

夕阳徘徊在挺拔的水杉树上
仓皇地系了一根鲜艳的领带
晚霞缤纷，如梦如幻
却敌不过霓虹灯的妖媚

小小的大公湖面
变幻着城市的夜晚与流行色
那些蜇伏在湖畔草莱中的小妖们
悄悄地堵住了我的耳朵
蒙上了我的眼睛
醒来时，一张密织的网
罩住整个城市公园，蛙鼓喧天

这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啊
失去家园的蛙们，有如我的伤感
在城市一隅，觅到栖身之所
不易觉察的喑哑和遍体流毒
无法匿藏，只好小心翼翼地折叠
在永恒的乡音里，慢慢地洗刷
它们，何时才能返回故乡的池塘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池州市杏花村中学）

□�包光潜

城市蛙鸣

一个 12 岁的小学生，她眼中的海、心中的雪是什么
样子的，她又会以怎样的笔将它们一一描述出来，本期让
习惯了成年人作品的我们，一起品味小学生笔下的那份童
真和童趣。

年童
北京的春雪

一望无际的海面，时而平静，时而狂躁。 一些书中写，少年喜欢平静时的海，我却不这么
认为。

那年去马尔代夫，我有幸目睹了暴风雨来临时的海。看那青紫色的闪电从灰暗的天空中
劈过，紧接着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雷声，沉闷响脆。天空布满乌云，大海奔腾着，怒吼着，巨
浪敲打着岩石与水屋，像要把所有东西都清除掉一样。 这是暴风雨的前兆，暴风雨要来了！

暴风雨，果然来了。急匆匆的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洒了下来，与巨浪混在了一起。乌云
卷起层层巨浪，恶狠狠地甩到岩石上，将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晨雾和碎沫。渐渐地，窗外变成
了灰蒙蒙的一片，只听见轰隆隆的雷鸣、海浪拍岸的撞击声。

窗外，大海一把抓住闪电的剑光，把它熄灭在自己的深渊里。这些炫丽的火蛇，在大海里
蜿蜒游动，一晃，就消失了。 高尔基的《海燕》描写的正是这种景象，文章中那只高傲、无畏的
海燕，就是迎着这样的暴风雨，高傲地飞翔！

凝视仍未停止的暴风雨，我不禁沉思：什么时候我才能成为那高傲的海燕，迎着暴风雨，
在苍茫的大海上飞翔……

我喜欢的海
可以说，我从小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动物。 从我 5 岁起，家里就

开始养狗。 至今为止，已养过 12 条狗、9 只老鼠、3 只蝈蝈。 我印象
最深的要属“姗姗”。

姗姗是一只纯种蝴蝶犬，之所以叫它姗姗，是因为它是那一窝
狗中最后生下来的一只，取姗姗来迟之意。

姗姗极为漂亮、活泼聪明。说它漂亮是因为这只狗浑身呈棕红
色，不，应该说是更偏红色，尤其在艳阳天，会更红，活像一个红火
球。 姗姗的耳朵也继承了蝴蝶犬的特点，像两只红色的蝴蝶。

姗姗的漂亮是万里挑一，它的活泼聪明则另有故事。
那天早上，我和小姨出去买东西，早饭剩的煎鸡蛋便放在了桌

上。 待我俩回来，才发现我心爱的“红火球”正站在餐桌上，满意地
舔着嘴边的蛋黄。 我“啊”的叫了出来，它才从桌上跳到了地上。

其实，姗姗还有一段“神话”。那天，它的生日，我故意剩了一大
堆菜在桌上，摸着它的头说：“宝贝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可以放
肆一点！”说完，我就出门了。等我回来的时候，而它不仅饱餐一顿，
还彻底诠释了“放肆”———在桌子上小便，真是让我哭笑不得。

姗姗真的听得懂人话，你信吗？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乐趣

客拍

移民学生新课程:
农作物种植

移民学生新课
程:学生心理游戏

移 民 学 生 新 课
程:参观养牛合作社

移民学生的新课程:风车

移民学生的新课程
□ 马俊兵/图 吕文强/文

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以来， 湖北省天门市共接收来自南水北调源头丹江口
库区近 800 名移民学生。 为了帮助移民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在第二故乡的生活，天
门市教育部门为这些学生开设了新课程———让孩子走出校园，走进社会，了解当地
的风土人情、农作物种植、地域生态、资源结构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