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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的甘霖浇灌湖湘大地后，

每一寸土地都有春笋破土，但湖南多个

学霸村将这些率先走出大山的学子视

为榜样，借此为村中教育“造血”，这是

一种行之有效的大智慧。制度的扶持

只能带来浅表的保障，真正让“勤耕重

读”入心入魂源自榜样的力量。

在湖南多个学霸村里，都有几个

“拐点”式的人物，他们高瞻远瞩、身体

力行，引领着本就崇尚知识的村民延绵

勤学家风、传承耕读文化。学成归来的

孩子们利用所学的丰富知识、开阔的眼

界和出众的能力反哺家乡，筑起下一代

的书香家园，为家乡的发展添翼助力。

在益阳爱屋湾村，有一间特殊的文

化陈列馆，这是爱屋湾村的学子们捐建

的，里面记载了历年来爱屋湾家乡助学

基金会所奖励的学生。助学基金是从

村里走出来的大学教授龚浩然临终前

授意儿女成立的，十年来，68 名爱屋湾

村学子接受了基金会的帮助共24万余

元。而对于接受过奖励的学子们来说，

他们也选择接过爱屋湾教育的接力棒，

已经完成学业、参加工作的他们，每年

都会固定给基金会捐100元。

这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同样在另外两

个学霸村里流淌：从怀化傅家湾村走出

去的大学生们，多次捐款支持村里的教

育、养老等村集体事业；在浏阳秧田村，

每年正月初八或正月十一，老槽门前都

会举办秧田村自己的“开学第一课”，主

讲人是回家过年的博士们，以此给秧田

村的孩子们启迪和激励。

学子们的反哺，不仅是物质和精神

上点对点的激励，而是在实践中的精准发

力，在乡村振兴的蓝图上徐徐作画。浏阳

秧田村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罗碧儒退

休后回到家乡，带领村民们依托学霸村的

资源和名气，发展研学旅游产业，为基层

建设带来了新风，注入了活力。

教育是唤醒和点燃，学霸村的孩子们

在启蒙之初，有教育的氛围来激发潜能，

有鲜活的榜样能模仿学习，何其幸运。那

些邻居家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走出村庄，

变成触手可及的榜样，他们是学霸村的

“精神坐标”，指引着晚辈的人生方向，他

们也是一座座“精神富矿”，蕴含着无限的

奋斗动能，助力后浪们奔涌向前。

在湖南学霸村，耕读文化飞入寻常

百姓家，润物无声地推动着一代又一代

的村民实现文化素养的升级，而榜样力

量也已经形成教育的正向循环，激励更

多孩子虔心求学，虚心进取，走出村庄，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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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湖南多个学霸村系列评论之二

宁波市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内

有一块空地，如何合理利用这块空地，

学校把问题抛给了学生。学生的意见

是将其打造成校园“微景观”，学校采纳

了学生的建议，并将设计施工草图、确

定施工方案以及如何施工都交给学生

完成，经过两个月的敲敲打打，这处校

园“微景观”已经完工，成了学生每天必

去的打卡地。

（6月23日《现代金报》）

从现场来看，该“微景观”并不微小，

也不简单，从点缀其间的假山流水、木质

桥梁和梅花桩，以及在池水中自由自在

游动的金鱼中可知，该项目设计花了心

思，施工也非常用心，集科学性、艺术性、

工程性于一体。当得知从设计到施工都

是由学生完成后，不由人刮目相看。

我们不妨跳出实物从教育角度看

其中的内涵。

毫无疑义，学生在建造这一项目的

过程中，他们的创造性思维和动手操作

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更重要的是他

们过去从未接触过的工程思维第一次

得到了训练，其意义不可小觑。我国

2017 年曾出台《通用技术课程标准》，

将工程思维定为学科核心素养之一。

在劳动教育受到普遍重视的当下，

对中小学生加强工程教育就显得尤为

重要和迫切。如今中小学很多项目式

课程，承担的就是培养学生运用综合知

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任务，也在培

养学生的工程思维能力。

回到“微景观”本身，参与项目设计

制造的 40 多位学生，他们完全当得起

“小设计师”“小工程师”的称号，他们

具备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将多学科知

识加以综合运用的能力。他们通过组

间讨论或者询问老师，不断完善设计草

图和施工方案，对问题的研究逐渐深

入。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绘制设

计图时表现出来的创新思维、专业素养

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一点也不逊色

于大人。

现如今，小学阶段有关科学思维和

批判性思维的话题常被提及，但具体一

点的工程思维则少有人提及。古林镇

中心小学由学生建成的“微景观”不由

人想到，如何结合小学STEM课程、由

学生参与打造校园景观培养学生的工

程思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课题，应引

起各方重视。

据报道，浙江台州路桥

小学食堂每天打包多余的饭

菜，定时向环卫工人、建筑工

人等免费提供，领完为止。

这样的活动已坚持近三年。

一位清洁工表示，饭菜味道

很好，这几年中午都是来这

里吃饭。经常来这里吃饭的

工人说，这样的行动，能为他

们每人每个月省下 500 多

元。

（6月19日《钱江晚报》）

对学校来说，每天几千

人吃饭，即使再节约再计算

严谨，也难免会有多余的饭

菜。大家别误会，这里的剩菜

剩饭，并非倒进泔水桶的那

种，而是学生都打完饭后食堂

后厨里余下的干净饭菜。

这些饭菜，如果留到第二餐给学生

食用，一是味道会变差，二是会有食品

卫生安全方面的顾虑。出于不浪费粮

食的原则，将多余饭菜及时免费赠送给

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确实是一个好思

路、好办法。这样的帮助给他们送去了

实实在在的温暖，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对于学校这样的暖心行为，我们不

应该吝啬夸奖。尤为难得的是，这个好

事，并非一时兴起，更没有三天打鱼两

天晒网，而是已坚持了近三年。正所

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通过日积月累，

小善成就大善，小爱汇成大爱，正是此

事要传递的质朴道理。

当然，此事除了“帮助他人”“传递爱

心”之外，还有一个“弦外之音”，那便是

对孩子有很好的教育和引导意义。从媒

体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是小学生们在分

发，把饭菜送到了环卫工人们的手上。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须躬

行。培养优秀品质、培养正确的三观，

需要良好环境的熏陶。在孩子们成长

的道路上，让他们行动起来，亲身体验、

经历和感受，才是最好的教育。一次

鲜活的活动，如同一份厚重的养分，会

滋养孩子们的身心。路桥小学这场坚

持三年的“饭菜免费赠送”行动，引导

孩子关爱身边的劳动者和普通人，让

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孩子常

怀“助人之心”，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

并要长期坚持下去。这样的“温暖”带

来的正向影响，会像一个个硕果一般，

布满枝头。

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首次

以“复活”的开化纸为载体，中山

大学录取通知书礼盒里有学校

定点帮扶云南省凤庆县的普洱

茶饼，哈尔滨工业大学每位收到

录取通知书的学子都将得到一

份 可 以 登 上 火 星 的“ 超 级 涂

层”……

（6月26日《新京报》）

对翘首以盼的新生们来说，

收到录取通知书，意味着在他们

的身上打下了一所大学的文化

烙印，贴上了一个会伴随他们一

生的身份标签。

在数字化时代，新生们通过

互联网已经提前了解了录取信

息，录取通知书的“信使”功能有

所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

高校不仅在录取通知书的设计上

别出心裁，也在礼物上精挑细

选。因为录取通知书不仅是一种

物质馈赠，也是一种精神滋养。

“复活”的开化纸作为科技

创新的成果，呼唤新生们要在科

技自立自强的新征程中再创辉

煌；“录取通知书内有普洱茶

砖”，不仅见证了一所一流大学

对欠发达县域的牵挂与温暖，也是东部发

达省份与西部欠发达省份之间厚重的“山

海情”；可以登上火星的“超级涂层”蕴含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激励新

生们要弘扬科学家精神。

在现代社会，大学并非封闭的象牙

塔，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高校的人才

培养也不能自弹自唱、孤芳自赏，而是要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主动融入国家战

略、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心怀

“国之大者”，是大学尤其是一流大学应有

的责任和担当。

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家与社

会、整体与个体从来都是密不可分的；将

“小我”融入“大我”，将自己的学习奋斗目

标与国家建设、民族发展结合起来，这或

许就是录取通知书作为大学“第一课”带

给新生们的启示。

从录取通知书里感悟家国情怀、汲取

奋进力量，见证着高校的用心良苦。于准

大学生们而言，录取通知书就是一盏灯，

照亮也温暖他们继续前行的人生路。

学生自造校园“微景观”中的教育观
□ 陌上青

记者调查发现，“教育焦虑”已成为有力的带货工具。据第三方机构

数据，2022年抖音教育创作者整体规模增幅超90%，粉丝数小于1万的

普通创作者不断涌现，并持续高速增长。一些所谓的“牛娃”家长纷纷运

营自媒体账号，现身说法，鼓吹教育成功学。还有不少名校毕业的家长，

看似分享升学政策、教育理念，实则“带货”绘本、玩具等。

专家建议，应进一步完善教育信息公开，方便家长获取学校的教学

特色、师资力量、教育设施、招生要求等关键信息，缓解升学焦虑和攀比

冲动。家长应树立科学的家庭教育观念，营造宽松的家庭氛围，用积极、

多元的视角评价孩子，避免功利化、短视化的培养目标。

石向阳

以榜样为镜，后浪奔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