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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感恩为内核打造校园文化

时间回溯到2005年，在浙江省的援

建下，八角小学从半山腰搬到了平地，

校舍也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大楼房，还有

了运动场和休闲广场。八角小学原副校

长贾晓军说：“看着这么好的办学条件，

我们也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学校办得更

好！”

办好学校需要校园文化的引领。面

对着崭新的教学楼，之江小学的老师们

愈发感念浙江援建的恩情，学校也以钱

塘江的古称改名为之江小学。“我们要

铭记这份恩情，并且让学生也知恩、感

恩、报恩。”贾晓军说。于是，学校决定将

感恩教育作为校园文化的内核，并结合

办学历史以及全校师生对感恩教育、之

江情怀、中华传统的追求，最终敲定了

“感怀之江情 恩育中华魂”的校园文化

主题。

于是，教学楼前、运动场旁的空地

被打造成了报恩广场。广场中央的“报

恩石”正面记录着浙江援建的时间，背

面镌刻的《之江小学赋》也感念着援建

的恩情。广场两边的文化墙，左边以“之

江情”为主题，通过浮雕、文字和图片，

展示浙江的历史、民俗、文化、风景，让

师生铭记浙江援建恩情；右边以“中华

魂”为主题，既有结草衔环等中华传统

文化典故，又有讲述朱德元帅、罗瑞卿

大将等英雄的传奇故事。

“报恩广场是师生上学、课间、放学

的必经之路，这里的感恩文化、知识典

故会潜移默化地浸润大家的心灵。”陈

震亚说。除了报恩广场，学校的教室、走

廊、食堂等地，也随处可见感恩的标识

和名人名言。

将感恩教育融入教育过程

在打造感恩教育校园文化的同时，

之江小学还将每年的5月17日确定为

“感恩节”，开展一系列活动。“5月17日

是我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日子，既是校庆

日，也是我们铭记援建恩情的日子。”陈

震亚说。20年来，“感恩节”是之江小学

最盛大的节日，在这一天，学校鼓励学

生们以“给想感恩的人写一封信”为主

题，进行书信写作。

“写信是一种形式，重点是让学生

们在回顾和讲述的过程中知恩、感恩。”

陈震亚说。如今，给想感恩的人写信，已

经不再是“感恩节”的专属，之江小学学

生会在妇女节给女性亲属写信，在母亲

节、父亲节给爸爸妈妈写信，在教师节

给老师写信……学校总结了多年的感恩

教育活动经验，编写了一本感恩教育校

本读物，形成了一门感恩教育校本课程。

与此同时，围绕着知恩、感恩、报恩

的主线，之江小学也在不断探索感恩教

育与社团活动、学科教学的融合。绘画

社团的老师带学生到校外写生，描绘祖

国大好河山，在国庆节开展感恩书画

展；体育教师开发出《感恩的心》手语

操，在每天大课间运动后让学生练习。

随着感恩教育的不断深化，之江小

学的课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五（1）班

学生赵一鸣说，在学《童年的发现》这篇

课文时，语文老师专门讲了人类的起

源、母亲生育的伟大，向我们讲述母亲

怀胎不易、分娩痛苦。三（2）班的数学

课，教师在讲到认识时间的章节时，引

导学生简单地记录家长一天的作息，通

过具体的情境认识时间，也更加深入地

体会家长的辛苦。

感恩之情薪火相传

赵一鸣的妈妈开了一家理发店，他

放学后常常去帮忙打扫、整理物品。三

（2）班学生在认识时间的记录表上也留

下了“爸爸妈妈很辛苦”“要好好学习不

辜负爸爸妈妈的期望”等感悟。

“在感恩教育的浸润下，学生的行

为习惯、文明礼仪发生了非常大的变

化。”贾晓军说。

即将升入初中的苟俊熙，多年来受

到学校留守儿童之家的照顾，老师们细

致入微的关怀他都铭记在心，他说：“我

要考个好大学，然后带着家人和之江小

学的老师们去全国各地旅游。”

“学生们知道什么是感恩、怎样去

报恩，并在能力足够时懂得奉献和帮

忙，我想这就是感恩教育的成功。”之江

小学办公室主任雷春梅说。她从2008年

到校工作，除了教学，她工作的重心就

是感恩教育。“我从来没想过要中止这

部分工作，或许是因为我上学时，就是

‘一人读书、八方支援’，所以就总想给

学生更好的教育。”雷春梅幼时家庭贫

困，读书的学费都靠亲戚朋友东拼西

凑，在学校又因为身体瘦弱，中午打水

蒸饭总是赶不上趟儿，老师们常常提前

在办公室帮她留下一桶水。“体会过上

一代教师的恩情，我就总想把感恩的情

怀传递给学生。”

收到来自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后，

陈震亚激动不已，“总书记的回信，对全

校师生而言是莫大的鼓舞！我们一定铭

记总书记的关心关怀，深化感恩教育内

涵、丰富感恩教育形式，引导学生努力

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

栋梁之材。”

“加油，你是心中有光的老师。”这是浙

江省临海市哲商小学援川教师姚海红发给

之江小学教师张毅的话。“李林云、姚海红两

位老师既是我的师傅，也是我的徒弟，我们

三个亦师亦友，耍得很好。”回忆起同两位援

川教师共事的点点滴滴，张毅说。

业务上的良师

2022年，李林云、姚海红主动报名加入

浙川东西部协作临海驻嘉陵工作队，来到之

江小学，分别担任数学、语文学科教师和班

主任，为期一年半。彼时的张毅教数学，常常

会来李林云班上听课学习。

“李老师让我知道原来数学课还可以这

样上。”张毅记得，那时正讲到“旋转”的相关

概念，恰逢学校在开展研学活动，李林云便带

着孩子们来到摩天轮旁，让他们仔细观察摩

天轮怎么旋转。一节普通的数学课，就这么被

李林云讲“活”了。“李老师总是能‘丝滑’地

能将课程和活动结合起来，让我眼界大开。”

张毅赞叹道。

为帮助之江小学教师提高教学能力，两

位老师“倾囊相助”，向之江小学的老师们传

授了很多高效实用的教学方法。

最让张毅感到钦佩、受到感染的是两位

援川教师的教育情怀。“两位老师年龄都不

小了，中午却很少休息，她们会在这个时间

段给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开小灶’，在学习

和生活上给他们提供指导和帮助。这些孩子

们的成绩也明显有了起色。”

“我努力向她们看齐，争取做到心中有

教材，眼里有学生。她们是我教学工作里的

指路灯，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张毅说。

生活里的挚友

张毅常常向两位老师讨教教学方法，又

同在一间办公室，关系逐渐热络起来，3人在

交流中发现，他们竟有很多相同的爱好，书

法就是其中一项。

张毅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刚劲有力

的书法常令两位援川教师赞叹不已，两位老

师因此拜张毅为书法老师。在四川生活的日

日夜夜里，他们一起切磋书法技艺，笔墨丹

青间书写着浙川教师间深厚的情谊。。

美食也是张毅和两位老师友谊的“黏合

剂”。为让两位老师感受四川美食文化的魅

力，张毅还会带着她们一起品尝当地特色美

食。起初，两位老师还吃不了太辛辣的食物，

离开时都变成了“食辣”爱好者。“现在她们

常常喊我去浙江做客，让我感受一下浙江美

食和川菜有多么不同。”张毅笑着说。

教学探讨中，书法美食里，3位老师因之

江小学结缘，亦师亦友，共同谱写了一段动

人的山海情谊。

越办越好的之江小学

从半山腰上破旧的八角小学到

如今的现代化学校，之江小学不只

是变更了校名、校址，而是从内到外

焕发了新生。20年来，之江小学始终

铭记援建恩情，依托感恩文化育人

育心；设立“美习银行”，帮助学生养

成良好品德；开辟菜园，开展鲜活的

劳动教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给之江小学学生的回信中所说：“得

知这些年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

勤奋学习、热爱劳动、健康快乐成

长，我很欣慰。”

在之江小学校园内，有一块供学生

进行劳动教育实践的小型菜园。日前，

记者走进这方菜园看到，番茄、茄子挂

满枝头，玉米比学生还高出一截。

据了解，之江小学每个班级都在菜

园里有一块“责任田”。劳动课上或课余

时间，同学们走出教室，来到菜园，在劳

动老师的带领下，了解二十四节气、植

物的种植与生长等知识。菜园里的这些

农作物，从播种到施肥，再到收获，每一

个环节都是学生亲力亲为。

之江小学原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何

会回忆，早在2016年，学校就建立了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当时的基地布局在操

场舞台的后方，一个个装着泥土的塑料

箱里种满了学生种植的蔬菜。“后来，学

校在教学楼的一侧划定了这个小型菜

园，种植面积大大增加，劳动教育的条

件大为改善。”

“正是因为学生们亲自参与其中，

深刻感受到了劳动的艰辛，树立起正确

的价值观，更加珍惜劳动成果。”学校副

校长陈秋宇说，大自然是一本“活教

材”，这个小小的菜园让不少学生亲近

自然、了解生物奥妙，体会到劳动的快

乐和丰收的喜悦。

在菜园浇水、除草，看

着番茄一天天成熟，成了五

（1）班学生何榕鑫近期最期

待的事情。“等番茄变红后，

我要把最甜的果实给最敬

爱的老师们品尝。”她说。

在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有一所别样的

“银行”。这所“银行”模拟银行存储操作模式，每

位学生都是这里的“储户”。这是一所怎样的“银

行”？

用“小存折”“存储”好习惯

在之江小学校门旁，有一间“美习储蓄银

行”（以下简称“美习银行”）。“银行”屋内，右边

的区域是类似于银行柜台的“储蓄部”，左边则

是“美习超市”，摆放着蜡笔、乒乓球等物品。

“‘美习’寓意为美好的习惯，通过设立‘美

习银行’，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自我

管理能力。”学校副校长陈秋宇介绍，“美习银

行”发行“美习币”，学校校长担任“行长”，工作

人员则从学生中选拔担任。班主任及任课老师

在日常教育教学过程中，若发现学生有良好的

行为习惯与表现，可以向学生发放“美习币”。

在之江小学，每位学生都有一本用于记录

“存币”的“美习储蓄存折”。该“存折”的“储蓄细

则”包括行为表现、课堂表现、作业表现3大类，

具体表现包括“上下楼梯脚步轻轻”“上课专心

听讲，举手发言积极”“作业工整美观”等26项。

班会课等课程上，老师们会向学生们讲解

“美习储蓄条例”，让学生们明白哪些习惯是好

的、哪些习惯是坏的，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老

师们在发放“美习币”时，还要把握好尺度，通过

激励的形式，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

良好习惯的养成，让孩子们用自己的“小存折”

来“存储好习惯”，把文明、礼让、节俭、勤奋等一

笔笔“财富”都积攒起来。

“美习币”并不只有老师能发放，学生家长

同样享有“发放权限”。“孩子们放学回到家，或

帮父母分担了家务，或帮祖辈做了农活，都可以

得到家长奖励的‘美习币’。”

让“美习”伴随孩子终生

每周三中午，“美习银行”对所有学生开放。

五（1）班学生蒋馨不久前在“美习银行”用5“美

习币”兑换了一支铅笔。虽然在其他地方也可以

买到铅笔，但蒋馨觉得“美习银行”的这支铅笔

意义非凡，“它是我努力的见证，我也会再接再

厉，争取用‘美习币’兑换更多的文具。”

除了可以用“美习币”兑换实用物品，当学

生的“美习币”达到一定数额，还可以兑换印有

“美习好少年”的奖章。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并没

有对兑换奖章规定具体的“美习币”数额。陈秋

宇解释说，如果“美习币通货膨胀”了，孩子们会

觉得很容易得到奖励，不利于激发其积极性。因

此，奖章的兑换会依据实际情况而具体浮动，激

励大家争做“美习好少年”。

“美习币”的发放和应用，实现了德育教育

的具体化、生活化，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前不久，突然下起了很大的雨，同学们看到老

师没有伞，纷纷举起自己的伞，从教学楼里跑出

来，把老师接到避雨的地方。当然，我们老师也

不可能让孩子们因为自己淋雨，但我们的孩子

们有这种感恩的意识，我想这是‘美习银行’成

功之处的一个体现。”陈秋宇说。

之江小学地处城郊，一些学生和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受限于知识文化水平，爷爷奶奶的家

庭教育意识相对欠缺。“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

主动帮助爷爷奶奶做家务、干农活，得到爷爷奶

奶奖励的‘美习币’，受到鼓励，并更加理解祖辈

的不易，减轻祖辈的生活负担。”陈秋宇相信，

“美习币”见证了学生的成长，也帮助学生养成

受益终生的好习惯。

“美习银行”：
存储品德 领用终生

德育教育

感恩教育

培养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感党恩，三千里之江潮水润嘉陵；跟党走，二十载浙川共建谱新篇。”6月1日，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门前，一

位老奶奶正拉着8岁的孙子，教他读学校教学楼门廊两边的对联。老奶奶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她告诉记者：“看了这

两天的新闻，我才知道这所学校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培土奠基，我特意带着孙儿过来看看。”对联上方，“感恩楼”3个

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她又低头对孙儿说：“人要懂得感恩，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大的恩人。”

在之江小学，感恩符号、感恩元素随处可见。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陈震亚说：“之江小学是在党和国家东西部协

作政策下，由浙江省援建而来，我们始终铭记恩情，将感恩文化、感恩教育外化于行、内化于心，融入了学校办学理

念、人才培养、教育教学的方方面面，以此培养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

浙川教师
互为师友

“之江”情谊

小菜园里
的劳动课

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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