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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郭漪

近日，吴淞中学的微电影《祖国在召

唤》和校园新闻《非遗连五洲 创意报中

华》在上海市电化教育馆主办的“第七

届上海市中小学校园影视节目评选”活

动中分别获得一、二等奖。

《祖国在召唤》的灵感，来自于一次

校友返校，几年前，吴淞中学迎来了返校

参加60周年同学聚会的1953届校友。在

座谈中，王思敬院士回忆：“当年我们在

操场上散步时，讨论的都是学业上的困

惑与收获。校园里悬挂的标语‘祖国在

召唤’对我触动很大，直接影响了我工

作后在事业上的选择与坚持。”

于是，“祖国在召唤”几个大字就镶

嵌在吴淞中学“子增图书馆”里，并催生

了这部同名微电影的诞生——微电影

运用时空穿插的手法，讲述了多个不同

历史时期校友们的奋斗故事。有1949届
校友，核试验技术专家、分析化学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杨裕生；1959届校友张

利兴、朱凤蓉：扎根新疆核试验基地60
年，功勋卓著，少将军衔；2017届校友，第

18届世界航海模型锦标赛青年组世界

冠军及世界纪录保持者：陈安生。

2018年年底，30多名外国留学生来

到道尔顿工坊，体验吴淞中学的非遗课

程：扎染、扎染布的裁切和面塑，场面热

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得益彰，澄

空戏剧社的师生们获得了选题，拍摄

制作了校园新闻《非遗连五洲 创意报

中华》并参加了影视比赛，主办方评价

道，该片视角独特、内容真实、剖析深

刻，有新闻价值和时效性。

据了解，在参与这两部作品创作

的过程中，吴淞中学澄空戏剧社的同学

们获得了身心成长。近些年来，戏剧社

团吸引了很多热爱舞台的同学。在课本

剧、OM剧、教育戏剧、英语情景剧、心

理剧、微电影、纪录片、影视配音等方

面，戏剧社均有涉猎。在不同的主题引

领下，在一个个比赛项目中，同学们拓宽

了思路，综合素养和文化理解能力得到

了提高。

这所学校出“学霸”，也出“戏霸”

“四个一”劳动实践活动，即

每天为家里做一件小事，每周为里

弄做一件实事，每月为社区做一件

事，每年参加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这

是市北中学传统德育品牌项目，得到

广泛赞扬并在全市推广。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习总书记提

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的精神、教

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

得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

美丽的道理。上海已成为全国高中

生社会实践的率先试点城市，明确

要求高中阶段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

不少于60学时……面对教育改革的

新内容，面对“00后”高中生群体，市

北中学发现引导学生在劳动实践中

体验到的收获远远比口头告诉他们

做什么更重要，为此，校方提出了进

一步深化“四个一”活动内涵的新措

施——即“品论语，重践行”。

学校首先做的是目标认同：引

导学生感受传统文化思想精髓，即

让学生品《论语》，进而结合“四个

一”自主活动体验，主动思考和实践

人生的价值和追求。

在具体措施方面，学校把学生

社会实践列入课程计划，按照课程

计划的要求，切实落实学生志愿服

务的组织、实施和评价。 
劳动评价很重要，每学期志愿

者服务活动结束后，市北中学都对

师生、基地负责人发放社会实践意

见和建议征询表，了解志愿服务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分类总结，及时处理

和改进。同时每年度评选市北中学

社会实践优秀学生和教师，对他们

的优秀事迹进行宣传和表彰，不断

彰显劳动实践伟大与志愿服务崇高

的立德树人之精神。

创新型劳技课、社区挂职锻炼、品论语重践行……

沪上中学劳动教育新花样不断
劳动者素质是一个国家素质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不久

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坚持立德树人，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校是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输送人才的主阵地，沪上各所学校多年来一直在培

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习惯、劳动能力等方面做着有益的探索，不少学校的劳动教育成

为品牌德育项目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然而，在新时代，面对00后学生群体，学校站在

新的育人高度，深度剖析劳动教育，重新探究劳动教育的价值及未来。

记者 郭漪

七宝中学早在1998年，就已经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劳动班级工作制度。近些年

来，学校站在新的育人高度，重新探究劳

动教育的价值及未来，把劳动教育作为

培养高水平人才、培养创新精神的关键工

程。

七宝中学的劳动技术课程尝试采用

项目化学习的方式，围绕高一的设计、高二

的电子技术主线，带领学生学习了解建模

思想技术，体验自动控制、智能控制的方

法。在课程中，通过体验问题解决过程的

艰巨性和复杂性，同学们养成实事求是、精

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培育了工匠精神。

自从七宝中学提出“研究型高中”的

创建目标后，劳育课程始终助力劳动技术

思维的培养和研究创新素养的培育。拓

展型课程方面，学校开设了个性化的进阶

课程，有针对设计加工的智造所课程、针

对电路设计的指尖上的电子电路课程、物

联网课程等。七宝学子还可以选择烹饪

课、插花、茶艺等生活美学课程，或者选

择飞翔网络工作室、红石设计、陶艺社等

社团课程，在课程实践中真切感受到劳动

创造美、创造幸福。

每年暑期，七中学子都会带着课题

走向社区进行挂职锻炼。今年，这项工

作又结合了项目化学习的创新举措，学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了多学科、跨

学科的项目设计与研究，如《社区便利

店垃圾分类投放现状调查 及改进建

议》、《生活中塑料垃圾的来源分析和

防治策略研究》、《社区居家养老方案

再探索》等，体验了作为项目发起者、实

施者、研究者、总结者的劳动过程，课堂

学习指导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服务课堂

学习，体现了理论和实践在劳动过程中

矛盾运动的一般规律。

在课程中感受劳动创造美 感受传统文化，创新劳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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