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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衣服穿得好，扣好第一粒扣子很重要。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扣好“第一粒扣子”来比喻引导

青少年价值观、帮助青少年迈好人生第一个台阶的重

要性。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可以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和人生观。本报推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

题版面，集中展示“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主题教育成

果和学习心得，与大家朝着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的目标

共同努力！

6 月插秧 10 月割稻
这所小学的稻田丰收啦

割稻、晒稻、脱稻……10月30日，静安区永兴

路第二小学校园里的最后一小块稻田的稻子赶在

台风风雨影响前收割完毕。从6月24日下田插秧，到

10月30日“颗粒归仓”，五年级的同学全程参与种了

一季水稻。“虽然亩产未达‘千斤’，但育人的意义值

‘千金’。”校长赵蔚秋说。

记者 刘春霞  受访者供图 

“我们这片田地分了三个区域，一

片是班级田，16个班级每个班都有一

块，种植各种蔬菜；一片是稻田；还有

一片是校级种植区域，有各种蔬菜、中

草药。”学校德育教导黄盈秋说，水稻

是今年第一次种，但各班的蔬菜已经

种了好几季。

随着劳动课进入课表，本学期

起，小学每个年级都要开设劳动课。而

围绕水稻种植，永兴路二小设计了一系

列校本特色课程。这些课程包括稻草

绳编制、制作美食，一年级至五年级难

度逐步提升。“比如，低年级的是编稻

草绳、打稻草结，高年级就是用稻草做

一个草编小制品；做美食也是，低年级

可能是捏饭团，高年级就做更复杂的米

糕。”

黄盈秋说，结合劳动课程，学校

也在劳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探索。今年

这个收获季，就有8个学科围绕这一主

题开展了和水稻元素相结合的学科探

索。比如，语文学科让学生搜集关于水稻

的诗词、佳作进行学习，用自己的表达赞

美稻田的风光；数学学科结合高年级学

生学到的质量、体积等概念，让学生设计

一个50克的大米包装盒；美术学科，开

展吉祥物设计、晒谷场设计。“科学

课，这学期高年级有关于酸碱的知识，于

是就让孩子们检测土壤的pH值。”黄盈

秋表示，学校借来了专门的仪器，学生现

场采样，进行pH试纸比对后，结合科普

知识判断学校的土壤适不适合种植水

稻，“测出来土壤是碱性的，再让他们给

出一些土壤改良的建议。”

黄盈秋坦言，对于低年级学生

来说，在教室里学习和到自然环境下

学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在田地里这

样的自然环境中体验、学习，学生更

容易投入学习激情，也更符合儿童天

性，“在大自然、真实的情境中，给他们

营造更真实的情境开展学习，对孩子

来说是更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

静安区永兴路第二小学是一所位于

市中心的学校，学校规模不大，但在寸土寸

金的校园里，却藏着一片不小的田地。

“这里原先是一个城中村，拆除之后

成为了一片教育用地。”校长赵蔚秋介绍

说，学校改扩建计划从明年开始，为了给城

市里的孩子创造一些独特的体验，尽管时

间不算很长，学校还是希望把这块地用起

来。于是，在田地的一侧为学生打造出了一

片稻田。

今年6月24日，四年级的同学们戴上

斗笠、挽起裤腿、捏着稻苗下田插秧。此

后，学生们利用每天的班会课、午休、劳动

课、课后服务等时间不断进行田间管理，每

个班负责两小块稻田，暑假期间也没有中

断。

这学期开学后，已经升入五年级的

孩子仍不时照料着稻田。在大家的期盼

中，10月24日，稻田终于迎来了收获时

刻——同学们手持镰刀收割自己种植的

水稻。

“割稻的时候，要弯腰，还要割水

稻，感觉非常辛苦。”五（3）班陈思睿同学

割了小半块稻田，深切体会到了农业劳动

的艰辛。她告诉记者，真正体会了“粒粒皆

辛苦”之后，她以后会更好地贯彻“光盘行

动”。

五（2）班的孙熠霖至今仍记得插秧

时的经历：“刚下到稻田里，脚立即就陷下

去了，站稳都很难，后来掌握技巧了才慢慢

好了。”孙熠霖的家就在学校旁边，从她家

楼上的窗户能看到稻田，“我经常从楼上看

稻田，眼睁睁看着水稻从绿色慢慢变成金

黄，感觉很有成就感。”

五（3）班的卞雅欣同学也记得插秧时

身上的泥水和插秧后全身的酸痛，“我自己

体验了以后，才知道种稻的辛苦和做家务

是不一样的。”卞雅欣说，虽然插秧时很辛

苦，但看到水稻成熟了，还是很有成就感。

除了割稻，同学们还参与了晒稻、脱

粒、脱壳等工作，见证了从秧苗到大米的

“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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