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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宝葫芦课堂”带来的改变远不止于课堂
形式的创新，更体现在学生们的成长蜕变上。

曾经班级里最安静的贾英程同学，在“宝葫
芦课堂”上勇敢地举手，代表小组上台汇报。“虽
然他的身体在发抖，但他的声音坚定有力，逻辑
清晰，赢得了全班掌声。”周老师回忆说，课后，
这个内向的孩子激动地跑到老师面前说“原来
我的想法也能被大家听见，谢谢周老师”。

擅长逻辑思维的杨以沫同学则展现出了
超越年龄的思考深度。在讨论环节，他提出：

“宝葫芦可能是王葆想象出来的。当他决定靠
自己时，这个想象的魔法就完成了使命，自然
消失了。我查过资料，童话中幻想物消失通常
象征主人公的成长，就像《彼得·潘》中最后消
失的翅膀一样。”这番见解让前来旁听的语文
组老师忍不住鼓掌。

担任“小老师”的学生们对教育工作也有
了全新认识。“我现在才知道备课这么辛苦，

要考虑很多东西。”方婉婷课后捧着她那本写
满批注的教案感慨道，“为了让同学们理解

‘不能不劳而获’的道理，我构思了三个例子，
不断修改完善。周老师每天要上那么多课，该
有多累啊！”

课堂的积极影响正在持续发酵。班级图
书角的《张天翼童话集》成为借阅热门，课间
讨论的话题从游戏攻略转向了创意故事创
作。更令人欣慰的是，有学生在周记中写道：

“我帮妈妈整理衣柜时，发现自己动手的成
就感比魔法更厉害。原来我也有自己的‘宝
葫芦’，那就是双手和大脑！”

周老师认为，“宝葫芦课堂”已经超越了
单纯的语文教学创新，它成为一次生动的成
长启蒙。“当‘小老师’的粉笔字被擦去，留在
学生心中的是对教师的深刻理解，对自我的
积极认同，对劳动的真挚热爱，以及对真善美
的不懈追求。”周老师笑着说。

师生“角色互换”后
孩子们变了……

5月7日清晨，阳光洒进宁海县回浦小学405班的教室，一场别开生面的语文课正

在进行。“如果给你一个宝葫芦，你会让它帮你做什么？”站在讲台上的不是老师，而是

学生方婉婷。这位“小老师”手指黑板，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台下的同学。教室里气氛热

烈，一只只小手争先恐后地举起。

而台下，该校语文老师周亭廷正坐在学生的座位上。此刻，她扮演着“学生”的角

色，认真听课、积极举手。这是周老师在近期开设的创新阅读课堂，每两周开展一次，

目前已成功举行了两次。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钟婷婷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桂
盼）“非常庆幸可以在高中阶段遇到您，您就像满格的
Wifi，时刻充满能量”“您一直包容我们的错误，给予
我们支持和鼓励”……临近毕业，宁波外事学校22学
前1班的同学们对着镜头你一言我一语，表达对班主
任徐春华老师的崇敬和不舍。5月7日，谈起孩子们赠
送的这份“惊喜”，徐春华很感动。

这是宁波外事学校学前艺设部第七届班主任节
的内容之一。学生们以自己的方式向陪伴他们成长的
班主任表达真挚的敬意与祝福。

这是一堂关于《宝葫芦的秘密》阅读分享
课，课堂的高潮出现在“幻想与现实的辩论赛”
环节。“小方老师”将同学们分为“幻想派”和“现
实派”，围绕“拥有宝葫芦是幸运还是烦恼”展开
激烈辩论。

“宝葫芦能帮王葆解决所有难题，不用学
习就能考满分，这多好！”幻想派代表发表观
点。现实派代表立即反驳：“天上不会掉馅饼！
如果什么都靠宝葫芦，王葆就会变成懒人。我
们不能做不劳而获的人！”

“小方老师”适时引导讨论方向：“书中的
王葆后来明白，靠自己才是硬道理。那我们生
活中有没有‘宝葫芦’呢？”这个问题引发同学
们深入思考，有人联想到父母的关爱，有人提
到老师的教导，课堂讨论自然延伸到劳动的
价值和意义。

随后的“创编秀”环节同样精彩。学生们
分组抽取“考试失利”“家务难题”等生活场景
卡片，以“王葆有了宝葫芦”为主题进行故事

创编。
这一创新阅读课与传统的语文课很不

同。周亭廷老师介绍，以往，她每周会安排两
次阅读指导课，这个学段以童话故事的阅读
为主。上个月，她开始尝试师生角色互换，让
学生来当小老师。这一创新阅读课堂还有个
自己的名字——“宝葫芦课堂”。

“最初的想法是让教师更直观地感受学
生的学习心理，同时也让学生体验教学的不
易，从而营造更和谐的课堂氛围。”周老师说，

“没想到，实践效果远超预期，学生们不仅学
习主动性显著提高，还能提出超越教师的独
特见解。”

课堂的组织形式颇具创意。学生们以小组
为单位，分工合作完成教学任务：有的负责教
材分析，有的撰写教案，有的制作课件。在这个
过程中，周老师扮演着学生的角色，但总在关
键时刻给予指导和帮助。为了给学生充足的准
备时间，“宝葫芦课堂”每两周开展一次。

课堂现场：
师生角色互换中的教学相长

成长收获：
成为自己人生故事的主人公

班主任节，
高中生说出了
藏在心里的话

班主任节上，学生们用专业特长，将寻常材料转
化为情感载体，让教育者的付出在艺术中具象化。

早自习结束后，22学前4班的班长把一个装着9
种颜色的星星许愿瓶递到班主任黄晨倩手里，轻声
说：“黄老师，班主任节快乐！”简单的几个字，如暖流
般温暖老师的心。

23学前3班的同学们利用课余时间，围坐在一起
绘制精美的贺卡，裁剪装饰的彩纸，把平日里未曾说
出口的心里话，郑重地写在纸条上。最后，他们把写满
祝福的纸条小心翼翼地卷成一个个纸星星，放进瓶子
里，送给班主任范榕老师。

“这场融合专业特色与德育的活动，不仅展现了
艺术教育的感染力，更诠释了‘师生共情
’的教育真谛。”学校学
前艺设部副主任杨金
晶老师说，“我们希
望通过营造节日仪
式感，引导学生体
悟教育背后的匠心
与坚守。愿这份双
向奔赴的教育之
爱，继续在平凡的
岗位上绽放光芒，
让每一颗心灵都能
在师者的耕耘下茁
壮成长！”

B

学生们用专业特长
表达对班主任的爱

用手写信笺拼成的“告白墙”、定制人形“史前露
西”、自制祝福视频……在成人礼主题班会上，22学前
1班的同学们用心表达对班主任徐春华的爱。

“Hello呀，Lucy！开始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才意
识到距离说再见只剩下1个多月了，想起高中的点点
滴滴，心里满是不舍……”2025年浙江省中等职业学
校职业能力大赛婴幼儿保育项目一等奖获得者潘昀
婕同学有感而发，洋洋洒洒写了两页纸，向徐老师诉
说自己高中三年的心路历程。她曾因性格“慢热”，一
度认为这是自己的缺陷。而徐春华温暖的拥抱和鼓
励，让她感受到了无尽的关怀。

去年这个时候，潘昀婕参加了学校婴幼儿保育技
能集训，但最终无缘参赛。这让她的心情一度低落，徐
春华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情绪变化，用心陪伴和开
导，“学习的付出不会白费，机会永远青睐有准备的
人，千万不要放弃。”渐渐地，潘昀婕调整了状态，并在
今年的选拔中成功入围，拿下省赛一等奖的好成绩。

像这样受益的学生有很多。“真的很幸运能遇到
您，总是和我们交流为人处事、人际交往等方面的技
巧。从您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相处越久，越能发现您
的内心深处住了一个小女孩，非常有趣！”周子琳同学
写道。除了反复说“谢谢”，郑汪楠同学还在信里面放了
一颗星星糖，用甜蜜的味道表达对徐老师的喜爱。

“回首三年，看到同学们的成长蜕变，无比欣慰。
看到学生用专业能力‘复刻’我的日常，我瞬间理解了
何为‘教育双向成长’。祝愿同学们在最美的年华做最
好的自己。”徐春华老师笑着说。

感恩班主任
她写了两页纸

周亭廷扮演学生，回答“小方老师”的问题。

学生自制的祝愿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