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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铺就每个农村孩子的成长之路？

如何探索出一条扎根乡土、造福乡土的乡

村教育振兴之路？上周，由缙云县教育局、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的“乡村教育

振兴高峰论坛暨第四届农村小规模学校发

展共同体年会”在线上线下同时召开。近

年来，我市各地乡村学校结合当地文化特

色，探索出了学校特色的教育生态，让乡村

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五地签署《缙云共识》
缙云打造出一批特色农村小学

此次会议以“村小不小，协力同行——

共筑面向未来的乡村教育生态”为主题，共

有五个线下分会场，分别位于浙江缙云、贵

州沿河、河南濮阳、山东曲阜、湖南平江和

沅陵，五地联动，共同探讨乡村教育的现状

和未来，学习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的“缙云

探索”，畅谈乡村教育振兴之路，五地会场

共同签署了《缙云共识》。

论坛上，缙云县教育局、缙云县章村小

学和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联合发起人围绕

“县域教育生态构建的探索与经验”主题，

分享了缙云在构建乡村教育生态方面的实

践探索与经验。

缙云县章村小学校长马鑫飞在此次会

议上以本校为例，介绍了他与章村小学的

发展情况。

2019 年 8 月，马鑫飞来到章村小学工

作，在“用一个村庄的力量来养育一个孩

子”的办学理念指导下，他身体力行推动乡

村小规模学校发展。

在章村小学的校园里，目光所及之处，

统统都有师生的印记。他们把教学楼楼梯

口原先的铁门，用毛竹筒和彩色透明塑料

纸改造成了色彩斑斓的竹筒门。学校草坪

上多了一间“风车书屋”，每层楼的拐角处

都设有“阅读角”，孩子们闲暇时随处都能

捧起书本。就连校园里的安全标识，也是

孩子们亲手设计的，“禁止在走廊嬉戏”等

生硬的标语变成了图文并茂的温馨提示

牌。

“如果校园里的一处一景，都能成为孩

子们的学习项目，那么打开校门，村庄里的

每个角落都可以是孩子的学习场所。”受到

校门项目的启发，马鑫飞拆除了学校与村

庄之间的“墙”，把孩子们的课堂延伸到校

园外、村庄里。在村庄的长廊里办起了促

进 代 际 联 结 的 项 目 式 学 习 活 动 ——“ 芳

华”，参与项目的孩子在现场向村民讲述老

人们的故事。

“学校是村庄的，村庄就是学校。”马鑫

飞说，现在的章村小学，开设了突出体现胡

源地方文化的武术、特色农业、传统庙会等

课程，挖掘乡土资源，开发校本教材，助力

农村孩子成长成才的多种可能。他还将张

山寨庙会、叠罗汉、上宕功夫等非遗文化元

素融入学校拓展性课程，不仅能够锻炼体

魄，提升孩子们的精气神，更为重要的是对

本土传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在缙云，除了章村小学外，还涌现出长

坑小学、七里小学、坑沿小学等各具特色的

乡村学校。他们不仅仅是村庄的灵魂，还

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浙江外国语学院

教育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蒋莉认为，

未来乡村学校理想样态应是开放、链接、自

主的。教育系统改革需要督促教育局放

权，让乡村享有独立办学自主权。

对于如何建设一个乡村教育生态，北京

大学教育学院专家林小英说：“我们从缙云

当地孩子的笑脸中，从校长的办学理念中就

感觉到这是一股面向未来的力量。”

“我相信，未来的乡村学校应该是本地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乡村文化的中心、

乡村振兴的引擎。”缙云县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章建升说。

深入挖掘当地特色文化
丽水各地乡村学校绽放美丽

遂昌县王村口镇是浙西南红色古镇，

是粟裕将军戎马生涯的沙场。王村口镇中

心小学就坐落在这个红色古镇上，多年来，

学校秉持着“以质量求生存，以特色求发

展”的办学宗旨，发挥得天独厚的红色地方

资源优势，以“红色文化”建设统领全局，以

“红星闪闪放光彩——让每一个人享受出

彩的快乐、拥有幸福的人生”为办学理念，

确定了“一身正气”的学校精神，“永不言

弃”成为每一位师生的人生信条。

王村口镇中心小学校长谢斌介绍，学

校以“唱、学、读、走、争”为基本框架，完善

“争做红色少年”平台，开展美丽学生系列

评比，实践“红色+体验”德育，通过“英雄

中队创建”“红色小导游”“红色运动会”“红

歌会”“红色文化节”“红色社团”等为活动

载体，让全校同学传承红色文化。

“我们学校的红色小导游团创建已有

21 年，目前已成为我们学校的象征，‘红色

文化’的办学特色和农村小班化的教学特

色，是我们学校最大的亮点。”谢斌说，在古

镇的各个革命遗址，学校的红色小导游团

已成为浙西南革命精神的传承者，小导游

们也成为红色古镇的小明星。

一张张带有红色标签的名片，见证了

一代又一代师生的努力。“红色是我们学校

最亮的底色，我们也将继续传承浙西南革

命精神，让更多的同学参与到红色小导游

团中，让红色基因助力他们健康、幸福、快

乐地成长。”谢斌说。

“白鹭飞，莲儿醉，天宇环抱校园美，鱼

虾追，笑声脆，家乡水美书香醉⋯⋯”这是

庆 元 县 淤 上 乡 中 心 小 学 的 校 歌《荷 映 童

心》，学校依托当地莲文化特色，在“树莲花

之品质，尚君子之风范”的办学理念指引

下，推进“红色传承 绿色发展”的教育模

式，以莲为校花，努力发掘莲文化，凝练莲

精神，提升莲内涵，以“莲”的名义，确立了

“品莲育人”的特色学校德育品牌创建。

淤上乡中心小学教务处主任吴俊青介

绍，学校以“莲”为载体，“美、雅、实、爱”为

学校文化的核心，围绕莲文化开展丰富多

彩的主题教育活动，建设“莲美”校园，打造

“莲雅”的教师队伍，建构“莲实”的有效课

堂，培养“莲爱”少年，实现“让每一朵莲花

如约绽放”。

莲都区大洋路小学教育集团仙渡校区

的桃文化、龙泉市宝溪乡中心小学的剑瓷文

化⋯⋯在丽水各地的乡镇学校，虽然学生人

数少，但各校的特色文化有亮点，正如丽水市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所说，近年来，市政府提出

强市必先强教，让人才之邦重新绽放，丽水着

眼打造未来乡村教育模式，推进农村小规模

学校建设，实现农村学校从“小而弱”到“小而

精、小而美、小而优、小而雅”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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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乡村小学校大有可为丽水乡村小学校大有可为

马鑫飞在指导学生进行章村小学的校门制作。

红色小导游团成遂昌王村口镇中心小学的最亮底色。

“让每一朵莲花如约绽放”是庆元淤上乡中心小学的育人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