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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望闻问切”识杂草
生活是个大课堂

绿地里，团团簇簇地长满了各种花草灌木。

有的长势正旺，有的已经枯萎，单株的、成片的，

任性地自由生长。“什么是杂草？”带着这个问题，

孩子们跟着此次活动的发起人、家长志愿者鲁磊

走进小区花园，认真观察随处可见的杂草。

“这株植物像什么？”鲁磊随手摘下一株前端

带穗的小草，“像麦穗。”“像玉米须。”“像狗尾巴

草。”……孩子们七嘴八舌地争相答道。“像高

粱。”一位家长志愿者也积极抢答，她感慨，“现在

的孩子哪见过这些粮食谷物，他们见到的麦穗都

是花篮里装饰用的假稻穗。”假的真不了，观察真

实生活得到的体验才更加鲜活可感。

孩子们一边观察，一边比较着不同植物的特

点，在脑海中、本子上绘制着各类植物形态图。

“它的名字叫做马唐，是禾本科植物，大家都喝过

小米粥吧，它就是小米的祖先。”鲁磊说。想到香

浓可口的小米粥，孩子们看着手里的马唐草又多

了几分亲切。

从生活中来，也要到生活中去。认识了各种

杂草的孩子们早已对清理花园、去除杂草的实践

环节跃跃欲试了。假山上、水池边、绿化带里，各

处都有“小园艺师”们忙碌的身影。有了新鲜出炉

的知识作指导，除草实践进行得不亦乐乎。

“生活是最好的教育。”鲁磊说，“教育需要契

机，而契机不用刻意寻找，只需留心观察、顺势而

为。这次的研学活动就是源于小区业主对‘除杂

草’的讨论。与身边的环境互动，孩子们能更真

实地体验到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草中有大学问
各科知识齐上阵

“‘研’是过程，‘学’是目标，相辅相成、缺一

不可。”鲁磊说。认识杂草不是要让孩子成为植

物学家，而是在过程中训练观察事物的方法，培

养科学的思维方式，锻炼语言文字表达、文化艺

术审美等多种能力和素养，树立正向价值观，“特

别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求知欲。”

“老师，这花好像生病了。”一棵灌木下盘

踞着一丛银叶菊，花如其名，由于叶片上长有

雪白长茸毛，使得银叶菊呈现出少见的银白

色。可这株银叶菊却耷拉着叶子，叶片也呈白

绿色，显得不太精神。

“同学们向上看。”鲁磊指了指头顶几层楼

高的大树，“银叶菊喜欢生长在充沛的日光照

射中，而这些高大的乔木把光遮住了，周围杂

草也会与其争夺养分，影响空气流通，营养不

良的银叶菊自然就枯萎了。”

鲁磊顺势给孩子们讲解了生态系统知识，

高层的乔木，中层有灌木，中低层的草本植物，

以及各种真菌、苔藓，组成一个良性的森林生

态系统，人类的花园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模

拟。“每一种生命体间都保持着微妙的平衡，打

破了这种平衡，个别适应性较弱的生命体难以存

活。这也是花园中树木需要定期修枝、杂草需要

及时清理的原因。”

“我终于明白生态系统是怎么运行的了。”

一个刚升入初一的男生激动地说，“上生物课

时，我一直对生态系统的运行一知半解，通过研

学我恍然大悟，怪不得人们总说‘读万卷书不如

行万里路’呢！”

“摸了柚子叶后，我的手上有一股清香，怪不

得有句话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孩子们一边

研学，一边调动学过的文学知识，细细“回味”起

来。学习和劳动中，孩子们还收获了一份对生命

的感悟，隐隐地，从杂草推及自身。

生命的哲思
杂草——长错地方的植物

清香沁人的柚子叶只在南方生长，北方很难

见到，鲁磊借此向孩子们讲解了地理差异对植物

生长的影响。橘树生在淮河以南便能结出甘甜

的果实，而到了淮河以北则只能结出苦涩的枳，

这是以“食用价值”作为标准对植物进行的评判，

同样道理，花园中的杂草，则是以“观赏价值”为

标准作出的判断。

“什么是杂草？”鲁磊将问题抛给孩子们。大

多数孩子得出了他们的答案：“花园里缺少审美价

值的植物是杂草，它们会挤占花卉的生长空间。”

但也有孩子挠头追问：“那我们应该怎样评判它有

没有价值呢？”“人的审美是会变化的，杂草不可能

一直是杂草。”“杂草为什么是杂草？它或许不是

杂草，只是一个更特别的植物。”

为什么要除杂草？孩子们一边劳动，一边思

考。大龄组的孩子在老师的引导和自我探索中，

从不同角度认识了小区中被作为“杂草”的植物，

并把自己的体会记录下来，不断思考这一命题。

低龄组的孩子则用极具创造性的形式，以杂草为

元素，创作出一幅幅脑洞大开的拼贴画。花园中

不受欢迎的杂草，在孩子们的文字与画作中，呈现

出缤纷的色彩，欣欣向荣地生长。

“这次体验在孩子心里种下了美好的种子，

既学到了知识、承担了责任，又在老师的层层引

导和自己的思考中获得了启发，孩子在参与中也

有满满的成就感。”以志愿者身份全程参与活动

的家长表示，孩子受益匪浅，家长们也感触良多，

原来学习无处不在，研学并不需要费心劳力地四

处找地点，回归生活、因地制宜才是教育孩子的

最佳方案。

鸟在空中飞，天空是飞行

旅途中最熟悉的风景；蜗牛在

地上爬，壳是它形影不离的家，

也是它最熟悉的风景；而我在

小区住，每天进进出出，却未曾

留意过身边的风景。

10 月 1 日，小区的叔叔阿

姨组织了一堂特殊的劳动课，

我们一起走进花园，认植物、拔

杂草，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发了

我研究小区“生态圈”的兴趣。

走进花园，第一棵杂草就

把我难住了。老师顺手一拔，

摘了几根茎叶，让我们仔细观

察。我用手托起这株陌生的植

物，心形的叶子叶脉清晰分明，

细细的茸毛密布叶面，如同一

排排挺立的士兵。伸手划过叶

子边缘，感觉像柔软的锯齿。

“哎哟！”突然感觉手指一阵疼

痛，原来是被它茎上的倒刺钩

到了。真厉害呀，这不起眼的

小草！

“你们不知道，这些野草，

很多是我们餐桌上瓜果蔬菜的

‘爷爷’呢！”老师仿佛看出了我

的疑惑，解释说，这是苋菜的远

祖——野苋。人类为了获得产

量更高、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

的蔬菜，不断从野生植物中选

育新品种，“你们看，我们现在

吃的蔬菜，是不是没有那么多

扎手的茸毛和倒刺了？这是千

百年来不断选育的结果。”

我恍然大悟，原来眼前毫

不起眼的杂草，有着我们难以

想象的生存历史，并和我们的

生活息息相关。用这样的方

法，我们又分别认识了许多种

杂草。

花园杂草多是野生，抢占

其他花草的营养，影响其他花

草的通风。这些“入侵者”，在

花园中显得突兀，影响了花园

的美观，或许这就是“以貌取

植”吧。但我想，追求生存、繁

育后代，无所谓对错。它们被

称为“杂草”，也仅仅是人类以

美观与否作出的判断和定义。

我今年上初一了，生物老

师所讲的生态圈和生态系统，

一直学不太懂。可就在此时，

我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生物

生活在世界上都是有价值的，

只有好好保护环境，努力维持

生态系统的丰富和平衡，人类

才能幸福、长久地生存下去。

10月1日，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有意义的

活动：“劳动迎国庆”——花园拔杂草。

志愿者老师带着我们走进花园，认识常

见杂草。我印象最深的杂草是“马唐草”，它

的叶片让我联想到稻田里的秧苗，原来，马

唐草和麦子、水稻、高粱、玉米有亲属关系，

同属禾本科植物，它的伙伴“狗尾巴草”还是

小米的祖先呢！多么神奇！

还没等老师讲完，同行的一个男孩便迫

不及待地蹲了下来，抓住一株草的茎部，开

始用力拔草。而这草好像故意跟他作对似

的，一动不动。只见他重振旗鼓，脸涨得通

红，重心往后一倒，“咚”的一声，一屁股坐在

地上，手里攥着扯断的半截草，不知所措。

老师告诉我们，这种草叫“牛筋草”，是

莎草的一种，它的根系发达，生命力顽强，不

容易拔除，是一种顽固的农业杂草。有同学

联想到了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觉得用来形容牛筋草很恰当。

后来，我们还认识了柚子树，它的叶子

有酸中带甜的气味。柚子属于芸香科植物，

摸过之后，手上也会它的特殊芳香，老师说

这叫“过手留香”。语文课里有个典故叫”橘

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说的就是

芸香科植物。人也一样，必须在合适的地方

才能发挥作用。老师告诉我们，枳虽然不及

橘汁多甜美，却是一味中药。可见，万事万

物都有价值，评判的标准不一样罢了。

开始动手拔草了，我找到一块杂草较多

的地方。“嘿！哈！”伴随着口号，一抓，一扯，

一提，“刷”地一声，杂草应声而出。

劳动过程中，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老师开

始时问我们的三个问题:什么是杂草？世界

上有没有杂草？自己对杂草的看法？我似

乎有了答案，对花园而言，杂草的入侵打乱

了它美的节奏；对于园丁，杂草的顽固让他

头疼；对我来说，第一次认识到植物世界的

奇妙，将来要更用心观察所处的环境，不断

去了解、去探寻。

国庆节，我和小区的小伙伴们参与了一

次义务劳动——拔除小区花园中的杂草，度

过了一个特别有意义的节日。

志愿者老师带着我们认识小区的植物，

教我们分辨什么是杂草、如何除草。拔一

拔、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我们跟着老师

仔细分辨着花园里的杂草。很快，我们就能

辨别杂草，并开始动手除草了。

拔草的过程中，一个奇妙的想法浮上我

的心头：杂草真的是“杂”草吗？这个世界到

底有没有杂草？有了这个问题，我特别留意

每一株杂草。

忽然，我发现一株特别的杂草。它看起

来十分肥美、汁水饱满，不少小虫子，密密麻

麻地爬在它的枝干和叶子上，似乎在贪婪地

吮吸着它的汁水。在它旁边，有一棵和它同

品种的杂草，没有熬过今年夏天的酷暑，枯

萎、干瘪，连小虫子也对它不屑一顾。

相同环境、相近位置的同一品种植物，为

什么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状态？我猜

测，小虫子爬在小草上吸食汁液的同时，也排

出排泄物和分泌物，排泄物给植物提供必要

的养分，分泌物则保护植物不被强烈的阳光灼

伤。同行的一个哥哥说，生物学中有一种“共

生关系”，动植物们相互抱团，互取所需、互利

互惠，共同抵抗残酷环境的挑战。我想，眼前

的植物和小虫子，应该也是这样的关系吧！

劳动结束后，老师让我们坐在一起，谈

谈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杂草。我把所观察到

的不知名杂草以及奇妙现象分享给了大

家。老师高兴地说：“你的观察很仔细，想象

力也很丰富！大胆的猜想是科学研究之母，

你可以尝试去找一找，有没有更多案例支

撑、证实你的猜想，也许你就会成为最年轻

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老师的话让我欢欣鼓舞，我暗下决心，

一定继续认真观察，仔细求证。我喜欢花园

里的每种植物，包括“杂草”。这些“杂草”，

有的生命力顽强，有的是放错了位置的野菜

或药材，它们也许是想通过自己独有的方式

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不能只讲体面，而对

他人和社会没有丝毫用处。

■ 记者 马晓冰

“这棵灌木已经枯萎了，我们要把它清除掉。”“快来帮帮我，这里有好多

野苋，我都拔不过来了！”孩子们拿着工具在小区绿地里除杂草，忙得不亦乐

乎。10 月 1 日，成都市青羊区一小区的住户迎来了不一样的国庆节。小区业

主自发举办了“‘劳动迎国庆’认识植物、走进园艺”公益研学活动，家长、孩子

自愿参与。

生活即教育。“双减”政策的落地，撬动着整个教育生态的变革，

教育时空延伸至家庭、社区，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更有助于孩子建立

与社会、与他人的广泛连接。小区住户们开展的这次家门口的研学

之旅，一方面，帮助孩子从认识身边的杂草开始，增长知识、丰富体

验；另一方面，家长志愿者与孩子共同劳动，满足了居民美化小区环

境的需要。

“双减”之下，社会力量如何助力孩子多元成长？

一场家门口的研学之旅一场家门口的研学之旅

我在小区研究我在小区研究““生态圈生态圈””一堂特殊的劳动课一堂特殊的劳动课 ■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六班 杨钦洲

■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七年级五班 刘岱鑫

探寻神奇的花园探寻神奇的花园 ■ 成都市青羊实验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九班 曹艺然

（指导老师：鲁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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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老师和孩子们交流探讨 小朋友展示自己
的植物创意画

小朋友的识草笔记

小朋友认真观察植物的叶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