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通讯员 郭超婷） 12
月 14日至 15日，2023年浙江省中职
农经专业教研大组年会暨中高职一
体化课程改革研讨活动在衢州第二
中专举行，来自浙江省教育厅和各地
市教育局职教教研员、省理事学校代
表、全省中职农经专业骨干教师、专
家学者等近百人参加，共同探讨中职
农经专业的发展和改革方向。

活动现场，农经专业的骨干教师
从不同角度进行农经专业课改成果
方面的专题交流。来自诸暨市职教
中心、绍兴财经旅游学校的老师进行
教学能力比赛展示与研讨。同时，与

会人员还就中高职一体化教材开发、
农经专业学生技能大赛等方面进行
了深入研讨，为中职农经专业教育的
未来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方，衢州第
二中专积极做好筹备工作，会前多次
召开协调会、周密部署、落实分工。
该校校长徐凌志表示，本次活动为浙
江省中职农经专业的教学研究和课
程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交流平台和合
作机会，学校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推进中高职一体化课程改革，提高学
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为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贡献力量。

近日，衢江区杜泽镇中心幼儿园的孩子们来到童泽小镇种植园，体验采摘
的乐趣。采摘中，孩子们分工明确、干劲十足，一起享受着收获的喜悦。通过
孩子们的辛勤劳动，收获了一筐筐的新鲜蔬菜。 通讯员 徐倩 叶素琪 摄

日前，衢州求益中学、衢州正谊学校举办了第二届“求益教育”课堂教学研
讨展示评比活动。

各科老师用不同的内容作为情境导入课堂，让课堂内容层层递进，学生们
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全员参与课堂互动，提高了大家多方面的能力。

本次“求益教育”课堂教学研讨展示评比活动，以教促学，以研促教，让教
师们更深入探究了“求益教育”下的课堂教学模式，更好地践行育人使命。学
校也将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研讨活动，为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教学质量
提供有力保障。 通讯员 鲁丹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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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校园新闻圈

“我们学校在教育教学中融入
的不只是板龙文化，还有更多的
优秀乡土文化都被吸纳了进来。”
李慧芳说。近年来，全旺小学在
市、区、镇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
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帮助
下，挖掘和发扬了围棋、环保、陶
瓷、板龙等许多方面的乡土文化
资源，初步形成了以“旺·文化”为
主的办学特色。学校还发挥了全
旺小学独特的乡土文化优势，助
推学校育人工作，成为了学校育
人文化的特色。

纵览全旺小学的校园，给人印
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巨大的龙头。仔
细看，这个龙头竟是一块板龙造型
的文化展板。走在校园里，人们能
随处看到全旺山水、民俗文化等内
容的图片介绍，校本乡土教材《七彩
生活》《旺仔小导游》《旺仔陶艺》《旺

仔板龙》已经形成一个乡土系列。
2017年，全旺小学还成立了一支学
生板龙队，并取名为旺仔板龙队。
队里请来了当地板龙非遗传承人黄
基康老师傅，按照与成人板龙2:1的
比例，扎了一条适合学生舞动的板
龙。

学校通过板龙这个载体，取得
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成
绩。旺仔板龙队的“小旺仔们”除了
每周拓展课上的理论学习及每月的
正常训练外，每学期都要参加校园
各项活动，还多次参加家乡举办的
民俗特色文化活动，受到社会各界
的关注和称赞。2022年正月，旺仔
板龙队员与全旺大板龙合力庆元
宵，“旺仔”板龙课程，丰富了师生的
课余生活。龙的勤劳、勇敢、不屈不
挠、大胆创新、诚信和谐的精神，也
浸润着莘莘学子的心。

近日，衢江区实验幼儿园七彩虹分园开展“巧手打麻糍 童心传风俗”活
动。活动开始前，老师们先为大家讲解了麻糍的由来和制作步骤，通过活动让
孩子亲身体验制作麻糍的全过程，激发孩子们对传统民俗的兴趣。

通讯员 陈婉萍 姜霜 摄

2023年全省中职农经专业
教研大组年会在衢举行

深耕教研展风采

“童”样采摘 别样精彩

巧手打麻糍 童心传风俗

这所小学不一般——

板龙请进学校 乡土文化早扎根
记者 郑理致 通讯员 程诗阳 袁慧欢 文/摄

“衢江区全旺镇中心小学

（以下简称全旺小学）不一

般 ，居 然 把 板 龙 请 进 了 学

校。”日前，刚刚参加了 2023

年衢州市义务教育学校共富

推进会暨新课标新方案背景

下小班化专题培训活动的许

多代表，对全旺小学的新鲜做

法赞不绝口。

记者也来到全旺小学，对

这个具有独特教育理念及教

学特色的乡村学校进行了一

番探究。

“把板龙请进学校，是为了让家乡
文化在学生心里早早扎根。”全旺镇中
心小学李慧芳副校长告诉记者，全旺
板龙历史悠久，它起源于明代，因以木
板来固定灯节，故名“板龙”。“板龙”集
竹编、木工、剪纸、绘画等民间工艺于
一体，极具观赏性。出行表演时，大锣
开道，彩旗飘飘，108节板龙龙灯长达
百余米，夜光中烛火璀璨，十分壮观。
为了传承乡土文化，从 2016年开始，
学校把板龙文化融入了日常的各科教
学中，让学生在学习了解当地传统文
化知识的同时，更从小在心里埋下热
爱家乡、热爱家乡文化并要传承家乡
文化的种子。

12月13日下午，2023年衢州市义

务教育学校共富推进会暨新课标新方
案背景下小班化专题培训活动走进全
旺小学，通过现场观摩和交流，全旺小
学立体化地展示了其独特的教育理念及
教学特色，让与会老师“惊艳”了一把。

活动期间，与会老师现场观摩了
全旺小学旺仔板龙、旺仔陶艺等特色
课程，李慧芳副校长作了主题为《基于
旺文化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实践与探
索》的经验汇报，将“活态传承”全旺板
龙的整个实施背景和学习实践等方面
的做法进行了具体阐述。与此同时，
与会老师还分享了全旺小学老师呈现
的数学、美术以及地方特色课程的公
开课。活动结束，听课教师纷纷表示
此次活动收获颇丰。

与会老师“惊艳”了一把

在美术课堂里，美术老师叶
素素正在讲述有关板龙的故事。
随后，她一边讲解板龙的结构及
特色，一边和学生探讨如何描画
板龙、装饰板龙以及创作板龙周
边文创产品，让学生尝试用美术
的方法了解板龙活态化传承，培
养学生的美术素养，又润物细无
声地渗透了弘扬乡土文化及传承
乡土文化的理念。

“板龙文化已经融入学校各
学科的日常教学中。”李慧芳副

校长介绍，在地方特色课程上，
沈徐笑老师的课别具特色。沈
老师的课《谁偷走了龙头》，以情
景剧的形式带学生探究了板龙
的发展历史、基本结构以及龙头
装饰物的寓意。在整个剧本的
编写中，既包含了一个完整的双
线故事——神偷挑战榜和板龙
幻化，又让学生了解了板龙的基
本结构和历史，以及龙头饰物的
含义。

在数学课堂上，一节名为《小

小板龙变身记》的课正渐入佳
境。只见学生们的课桌上摆放着
彩色的硬纸，大家正进行着热烈
的小组讨论。数学老师余佳慧巧
妙利用图形、几何的知识点，指导
学生制作一条适合全校学生舞动
的板龙。“这节课，我们把圆柱、长
方体的展开图运用到了板龙制作
中，龙身是圆柱形的，龙头、龙尾
都是不规则图形。在测量不规则
物体体积时，可以把不规则物体
估成一个规则物体，比如在测量

龙头时，可以把它估算成一个长
方体或正方体，这样就能算出龙
头的体积。通过这次学习，我发
现数学就在我们身边。”一位学生
告诉记者。

“全旺小学的做法给了我很
大的启发，我们开化县马金镇也
有舞香火草龙的民俗，以后我也
可以将开化的稻草龙文化融入日
常教学中。”马金镇塘坞小学语文
老师胡菲在听了《谁偷走了龙头》
这节课后，深有感触。

在“如何传承板龙”方面，全旺
小学在2021年提出了“活态传承”
的理念。基于这样的定位，全旺板
龙不仅融入了课堂，而且还渗透进
了学生的生活，同学们平时可以通
过亲身体验、实践等方式进行传承。

学生从“知板龙、识板龙”到
“测板龙、制板龙”，从“饰板龙、画
板龙”到“展板龙、舞板龙”，最后

到“宣板龙、传板龙”，学校从五个
方面全方位开展了以“活态传承
全旺板龙”为核心的项目化学习
活动。“活态传承板龙”的开展，培
养了学生合作、沟通能力以及创
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促
进了学生核心素养的提高。

具体做法是，学校一、二年级
的学生通过了解板龙的历史、民

俗活动、构造以及制作工艺，实现
认识板龙、了解板龙的目的，培养
学生对家乡非遗文化的热爱和自
豪感，从而激起对家乡文化的传
承的责任感。

三、四年级的学生需要了解板
龙各个部位的传统装饰物，并能自
己创意描画板龙，以培养学生的美
术素养和对板龙形象的深入认识。

五、六年级的学生则需要了
解板龙的身体构造的各个数据，
并动手制作出缩小版板龙，以培
养学生的数学意识和动手实践能
力，进一步认识板龙和培养对家
乡文化的崇敬感和传承的决心。

“把优秀传统文化带进课堂，
融进学习，融入生活，全旺小学一
直在探索。”李慧芳说。

板龙文化融入日常教学

“活态传承板龙”新尝试

普及民俗文化助力育人工程

全旺小学旺仔板龙队。

板龙队队员在练习舞龙。

数学老师余佳慧正在指导学生计算板龙面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