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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市协和学校（以下简
称“协和”）的趣园里，一个已经
8年多没换过水的锦鲤池，水体
却依然清澈见底；学校瘦园是一
片天然湿地，时不时能听到蛙
声；每天早上和傍晚，真草足球
场上有上百只小鸟在草地上觅
食，一派人与自然和谐的景色总
是吸引着师生驻足享受……从
2003 年创办生态校园开始，近
20 年时间，协和校园每年都要
接待一批又一批从世界各地前
来参观和取经的友人。

协和校园是一个大的生态
园，包含多种生态系统，如：森
林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微
生物生态系统等，分布在校园各
处，起着相应的作用。同时，减
少草坪的设置，多种乔木和灌
木，减少施肥和节约管理成本，
增强调节环境的能力，充分发挥
植物、微生物净化环境的能力
等。整个校园是学生们进行各
种研究性学习的天然宝库。更
难能可贵的是，这个生态园的建
设者也是协和的师生，这是他们
在创造性劳动中建设的美好家
园。

据协和科研处主任郭永峰
介绍，师生们在协和生态校园的
建设中实施了水处理的技术、节
能减排技术、绿色建筑集成技术
和生态建筑技术。自2003年启
动生态校园建设至今，共有约
150 个学生的研究性学习是依
据生态校园建设来开展的，并且
大部分成果直接被学校应用到
校园建设中。很多学生因为亲
身参与了学校的建设，对生态、
环保、科技等分外感兴趣，大学
甚至今后从事的职业都与此有
关。不少家长都感动于孩子在
如此的环境中得到真正的成长
教育，让孩子在高中就发现了自
己的兴趣所在。

协和作为广东省首批绿色
学校，除了整个校园是著名的生
态园外，在近 20 年的绿色学校
发展中，已成功将劳动教育与生
态教育互融互促。校长何冠南
表示，如今在校园里，有很多自
然与人、生与生、生与师和谐共
生的景象，“这正是学校基于生
态教育特色优势，以劳动教育作
为新杠杆，让‘构建协和教育生
态文化，培养可持续发展人才’
教育理念出新出彩。”

9 月 25 日，由暨南大学
文学院主办的“赓续文脉、开
启新篇——暨南文史名家
（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面
对面”主题活动，以“线下+
线上”的方式在暨南大学石
牌校区举行。

本次活动是暨大文史学
科创立 95 周年的系列活动
之一。自2011年“广东省优
秀社会科学家”评选以来，暨
大先后有五位学者获此殊
荣。本次活动邀请了文史学
科詹伯慧教授、饶芃子教授、
蒋述卓教授及程国赋教授四
位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
以一对一“学术人生访谈”以
及圆桌会谈的形式，依次接
受文学院副院长王京州教授
的采访。

“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
科学家”詹伯慧教授，是新中
国培养的第一代语言学家，
也是我国汉语方言学领域的
领军人物。在访谈中，詹伯
慧回顾了自己童年时方言学
习的历程和在中山大学、武
汉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
的求学治学经历，他说：“语
言是一个有趣的海洋，要搞
语言学的人，应当做导游，让
每个人享受语言这份财富。”
如今已 92 岁高龄的他还分
享了自己的长寿秘诀和知足
常乐的人生态度。

“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
科学家”饶芃子教授是中西
比较文艺学、海外华人文化
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国
内首创“比较文艺学”方向，

曾获“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
就奖”。因身体原因，饶芃子
未能亲临会场，现场播放了
饶芃子学术访谈的视频。中
山大学林岗教授作为她的学
生，讲述了饶芃子在治学、为
人和人才培养方面的感人故
事。

“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
会科学家”蒋述卓教授是国
家级教学名师、国内“文化诗
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暨南
大学中国文艺评论基地的负
责人。“做学术要深挖一口
井，也要多套笔墨书写人
生。”在他看来，学术研究既
要具备扎实的学术根基，又
要继承经世致用的学术传
统，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担当
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

“广东省第三届优秀社
会科学家”程国赋教授是暨
大文科自主培养的第一位长
江学者，古代小说研究第四代
学人的代表性人物、教育部首
届“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
划”入选者。他认为暨大文学
院是一个多学科共融、团结进
取的集体，学科之间相互支
持、共同发展。此外，他还从
学科融合、拔尖人才培养、科
研创新等多个方面，阐述了文
史学科的发展思路。

在圆桌会谈环节中，几
位名家就学院发展史、新文
科建设、学科融合等话题作
了深入交流。此后的青年教
师与学生提问、校友代表献
花等环节，加强了名家与听
众的互动，现场气氛热烈。

环保理念深深根植孩子们内心，并跨学科实践于日常生活中

每天傍晚时分，位于北较
场路的广州市第一幼儿园（简
称“市一幼”）生态校园里，送
走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又迎
来了一派自然和谐的场景：上
百只小鸟从旁边的越秀山飞
来觅食，顿时鸟声、蛙声、流水
声，声声入耳。热闹了一天的
幼儿园并末因为孩子们的放
学而寂静下来，相反，动物们
的出场，让这所幼儿园一整天
都生机勃勃。

2003年，市一幼成为首批
“全国绿色幼儿园”，2012年成

为广州市首批并且迄今为止
唯 一 一 所“ 国 际 生 态 幼 儿
园”。市一幼不仅在校园环境
的创设上物种丰富多样，还把
环境教育融入孩子成长的点
滴。市一幼园长吕凤清认
为，市一幼的环境教育有两
层含义：第一层是在谈及幼
教时经常所说的场景化教
学，要营造良好的校园和区
角环境去帮助孩子们深度探
究；第二层是生态层面的环
境教育，如萌发孩子爱护地
球、低碳文明、保护自然、爱

护小动物等的情感。
市一幼的孩子们确实拥

有得天独厚的环境教育场
所，幼儿园种植有超过 300
棵树，超过150 种植物，一年
四 季 都 草 长 莺 飞、瓜 果 飘
香。校园里动物种类也很
多，除了幼儿园自养的小鱼、
乌龟、鸽子等外，还有从各处
飞来的鸟类、蜜蜂、蝴蝶等。
在如此生意盎然的校园里，
孩子们可以肆意奔跑，与动
植物和谐共处。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爱

护环境，每一位小朋友从入
读小班开始，就要认领一棵
树，每天负责给自己认领的
树浇水、施肥，观察和陪伴其
成长。吕凤清说，孩子们在
呵护小树成长的过程中收获
是巨大的，他们懂得了植物
的多样性，“我们人类也是大
自然的一部分，植物有多样
性，有不同的种类，人类也一
样，有不同的肤色，不一样的
性格，大家在一起要和谐共
生，这样我们的世界才会更
加丰富多彩。”

广州荔湾区沙面小学本部
位于名声在外的“绿洲”——沙
面岛上。岛上古木参天，林荫
蔽日，拥有的古树名木数量占
据广州的半壁江山。沙面岛还
被评为广东省的绿色社区，优
美的自然环境成了沙面小学师
生开展环境教育得天独厚的有
利条件。

早在2004年，沙面小学就
被评为全国绿色学校，学校引
入“国际生态学校”建设的先进
理念，建立了环境教育协同管
理委员会，由校长任组长，学校
领导、教师、学生、家长代表、社
区代表组成委员会成员。每学
期召开一次全体大会，通过调
研座谈，有针对性地确定进行
环境教育的重点，并加强反馈
交流。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推
动学校环境教育工作的开展，
促进教师、学生、学生家长、社
区有关代表之间的交流合作，
共同提高大家的环境保护能力
与环境保护意识，实现学校、家
庭、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沙面小学党总支书记、校
长姚丹介绍，学校结合校情特
点和沙面社区的自然环境优
势，除了在学校各方面工作中
渗透环境教育外，更树立了环
境教育没有“围墙”这一理念。

“我们与沙面社区开展互动式
系列创绿活动，学生直接用社
区的场地，与社区一起开展环
境教育。近几年来，社区和学

校互动活动频繁，各项环境保
护宣传教育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沙面小学把保护环境的信
息推向家长、居民、游客，建起
了一所没有‘围墙’的绿色学
校。”

为了让环境教育成为教师
日常教学实践中的自觉行为，
提高教师进行环境教育的教学
实效，沙面小学开展了专项的
环境教育科研工作，通过定期
组织教师学习环境保护的有
关知识，提高广大教师的环保
技能，开展环境教育与学科教
学的整合研究。为了引导和
规范学生自觉爱护环境的行
为，学校制订了《沙面小学学
校绿色守则》《沙面小学学生
家庭绿色守则》《沙面小学环
境教育协同管理委员会章程》
等制度，并作为全校性的常规
评比，对环境保护的好人好事
进行表彰，对违反守则的学生
通过教育引导，进一步提高学
生对环境保护的认识，自觉追
求爱护环境的行为习惯和健
康的生活方式。学校经常组
织学生进行沙面环岛调查，对
古树名木的生长情况进行研
究，学生们围绕沙面的保护和
开发写出了一系列小论文，有
些观点整理后交政府有关部
门并被部分采纳，成了改造沙
面岛的好建议。学生亲手绘
制的环保明信片也风靡整个
沙面岛。

对话文史名家
暨大举办文史学科创建95周年纪念活动

羊城晚报记者 陈亮 实习生 孙牧 通讯员 肖大平 苏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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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全国环境宣传教
育行动纲要》中首次提出“绿色
学校”，是指在实现其基本教育
功能的基础上，以可持续发展
思想为指导，在学校全面的日
常管理工作中纳入有益于环境
的管理措施，并持续不断地改
进，充分利用学校内外的一切
资源和机会全面提高师生环境
素养的学校。

2019年9月，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绿色生活创建行动总体方
案》。2020年4月，教育部办公
厅、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绿
色学校创建行动方案》，要求各
地教育行政部门积极开展绿色
学校创建行动。到2022年，60%
以上的学校达到绿色学校创建
要求，有条件的地方要争取达

到 70%。广州市教育局于 2020
年底迅速启动广州地区绿色学
校创建行动。据统计，广州地
区有各类学校1676所，所有学
校均要参加绿色学校创建。截
至目前，广州地区创建广东省

“绿色学校”活动累计完成四
批，超过 80%的学校被认定为

“绿色学校”。第五批“绿色学
校”的评比也即将启动。

“以前‘绿色学校’的申报
是各个学校自愿申报，现在是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督促学校达
到绿色学校评价标准，覆盖面
更加广泛，而且各学校也积极
争创‘绿色学校’。”郭永峰认
为，这个变化趋势非常好，“环
境保护本来就是要师生共同完
成，保护环境也是我们日常生
活的一部分，要在课程和活动

中体现出来，同时生态环境与
科技和劳动教育息息相关，是
跨学科融合非常好的抓手。”

在协和最近的学农活动
中，郭永峰惊喜地发现，学生从
一开始就带着科学观察和环保
的观念来劳动。“我们学农最后
的总结是以展示劳动成果的形
式来检验大家的收获，每个班
的劳动成果展示都非常精彩，
如‘夜观自然笔记’‘树林考察’

‘木工研学成果报告’‘野炊研
学报告’‘香囊的制作’‘茶文化
研究’等。学生们的展示让台
下师生都非常惊喜和感动，我
们不仅感叹学生跨学科分析的
能力，如树木考察是比较学术
性的，学生能从数据反映树林
作用，从实践联系数学、地理、
生物等教材内容，从自然环境

联系协和生态建设，从协和生
态建设联系生态文明社会等；
看似平常的劈柴和生火的劳
动，高二8班的同学运用了实验
统计方式，用物理和化学的理
论分析，配以诙谐有趣的小品进
行展示，获得台下阵阵的掌声；
更重要的是，如此展示，让一些
平时性格内敛的学生也找到了
展示的舞台，比如分享‘夜观自
然笔记’的这位女生，平时在老
师和同学面前很文静、信心不
足，但她热爱自然，上学期在学
校养蝴蝶。就在此次展示前，她
还觉得自己肯定输定了，但在老
师和同学的鼓励下，她最终以精
彩的演讲征服了在场所有的人，
获得了第四名的好成绩。我想，
这就是教育的意义：给学生一个
舞台，他们会有无限的可能。”

家校互动，共建“环保之家”

姚丹认为，学生在学校接受到的环保教
育，很重要的一点是既要自我教育，又要教育
他人，“我们要求‘以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
庭’，让每一位学生成为家庭环境教育的小主
人，成为家庭环境教育的使者。学校指导学
生对家庭进行环境教育进行跟踪性调查，了
解家庭开展环保活动的现状，根据现状进行
分析，采取相应的措施，调动家庭开展环境教
育的积极性。并对比节能前后家庭能源的使
用情况，提出家庭日常环保的可行方案等。”

姚丹很欣喜地看到，孩子们在成为家庭
环保使者后，真的影响了家庭成员的环保意
识和行为。学校还定期评选“环保之家”，并
与社区相结合共同组织开展“绿雅居”评选
活动。沙面小学的学生家庭连续多次被评
为社区“绿雅居”家庭。每年 3 月学校举行
的“我与小树同成长”“沙面小学亲子自驾车
植树活动”，都得到众多家庭的热烈响应，家
长和学生自己动手布置车辆宣传保护环境，
植树绿化，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应。

作业还能这样玩？9 月
21 日，广州培文外国语学校
的“世界名画趣体验”作业火
了，孩子们在家长的帮助下
模仿改编起了世界名画。据
了解，这是美雅学部青竹教
室的一份周末作业，在“双
减”之下通过创意作业增强
亲子互动，提高孩子审美。

在广州培外，一二年级
的学生为美雅学部，而每个
班级都会有自己的名字，这
一创意作业正是来源于一年
级四班的“青竹教室”。说
起这一名字的来源，班主任
丁甜表示，在自己眼中，孩
子们就像即将破土而出的小
青笋，拥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在未来成长为一棵棵参天的
青竹。

为什么想到布置这样一
份作业？丁甜告诉记者，在
积极落实“双减”政策的背景
下，学校和老师都在思考如
何让孩子们“减负增效”，在
作业的设计上花了不少心
思，“世界名画趣体验”这一
创意作业也应运而生。

“这份作业需要家长和
孩子共同完成，一是增加互
动，促进亲子关系，二是希望
通过对世界名画的模仿和鉴
赏来提高孩子们的审美能
力。”丁甜特别提到，不仅是

模仿，她还鼓励孩子利用道
具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创
造，让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
象力得以实现。

就这样，一幅幅名画活
了起来，在还原度极高的《戴
珍珠耳环的少女》中，孩子身
着棕色披风，头戴蓝色速干
发帽，还别出心裁地用黄色
发夹指代珍珠耳环；而在毕
加索《头顶面包的女子》中，
孩子们则用抱枕代替面包，
创意十足。不少孩子喜欢爱
德华·马奈的《吹泡泡的男
孩》，但没有泡泡怎么办？锅
铲、漏勺都可以代替，令人忍
俊不禁。家喻户晓的《蒙娜
丽莎》更是孩子们争相模仿
的对象。

完成作业需要家长与孩
子共同选择名画，并寻找合
适的服装和道具，在拍摄时
孩子要摆好姿势，家长则负
责抓住孩子灵动的瞬间，在
周日，当丁甜在线上与家长
们分享作品时，家长们纷纷
表示认可与支持。回到学校
后，丁甜利用班会课的时间
与孩子们分享了彼此的作
品，看到同学们对于名画的
模仿和解读，孩子们表示惊
喜又惊讶，“他们特别开心，
一直表示希望老师多布置这
样的作品。”丁甜笑着说道。

模仿世界名画？
这个作业我喜欢！

广州培外双减之下探索创意作业
文/羊城晚报记者 王沫依 图/受访者提供

“绿色学校”创建覆盖面广泛，创建成效显著

协和学子在生态校园进行研究性学习
协和学校趣园的这一池水，

八年没换还是那么清澈

沙面岛常见鸟类调查 （作者：沙面小学李俊言、赵皓章、林意虎）

市一幼孩子们在研究向日葵

孩子们的创意作业

按 照教育部《绿色学校创建行

动方案》，到2022年，60%以上的
学校要达到绿色学校创建标准。
到目前为止，广州地区已经超额
完成绿色学校认定，全市超过八
成学校被认定为“绿色学校”，位
居广东省第一名。

创办绿色学校的历史可追溯
至上世纪90年代，当时由生态环
境部倡导。一直以来，广州不少
学校都积极倡导环保和可持续发
展理念，在绿色学校的创建中，涌
现出不少国际生态校。二十多年
过去了，在新一轮绿色学校的创
建过程中，广州的学校已不满足
于“硬指标”，而是从学校课程、活
动和生活的方方面面“软指标”影
响师生，让环保理念深深根植于
孩子们内心，以实际行动践行绿
色环保的生活理念。

广州逾八成学校
是“绿色学校”

绿色声音

绿色
好生态！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宁 图/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