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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马镇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孙
文丽（化名），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甚
至过年也很少回来看她，从三年级
开始她就一直住校。前几年，学校
的老师同学很少见过这个女孩的笑
脸。但现在她不仅爱笑，还乐于和
小伙伴分享快乐，成了班里数学最
好、动手能力最强的“大姐”。而这
些变化都源于她参加学校乡村少年
宫科技兴趣小组。

2019年，石马小学为参加首届
重庆市青少年“人工智能——机器
人”创新挑战赛，在乡村少年宫内成
立了科技兴趣小组。“其实之前无论
是我们的老师还是学生，大家都没
玩过人工智能机器人，更别说去造
一个机器人，但想着市科协能免费
提供设备，我们就想报名试试。”石
马小学校长谢云虎说。

“校内选拔赛时我就关注到孙
文丽手上动作特别快，动手能力
强。但她总是有点胆怯，像是怕做

错事一样。”科

技兴趣小组指导老师罗启洪说。由
于师生都需要从零开始学习机器人
制作，罗启洪就带着孙文丽等 4位
选手在网上查阅资料、开展头脑风
暴。在讨论中罗启洪常常鼓励孙文
丽多发言，让她在分工中和队员打成
一片，就这样孙文丽变得自信开朗
起来，她的很多想法也被团队采纳。

11月，马上要参加比赛的孙文丽
心态极不稳定，常常因为压力大而偷
偷哭。罗启洪了解情况后，及时和她
谈心，给她讲比赛的意义不在于赢得
成绩，而是去经历和感受自己的成
长。此后，孙文丽变得更加坚强，也
有了一个良好的竞技心态。2019年
12月，孙文丽小组获得首届重庆市青
少年“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挑
战赛一等奖。这是石马小学第一次
在机器人比赛中获奖，也是孙文丽
人生中第一次获得这样给力的肯定。

“我们学校是一所乡村寄宿制
学校，校内留守儿童较多。由于家
庭教育缺失，一些孩子可能会比较
自卑、胆怯、孤僻等。但乡村少年宫
能为这些孤单的孩子提供精神乐
园，让他们在其中重新找到欢乐和
自信。”谢云虎说。

乡村少年宫点亮孩子多彩梦

为丰富乡村少年校园生
活，满足其多元化发展的需
要，近年来，大足区正快速拓
展乡村少年宫阵地，打造乡
村少年的幸福家园和精神乐
园，点燃孩子的多彩梦，助力
青少年健康成长、全面发
展。目前，全区已发展14所
乡村学校少年宫、4所乡村
复兴少年宫，基本实现区域
内各乡镇全覆盖。

“留下来的，大部分是弱势
群体子女和留守儿童,他们的未
来要怎么办？”从2020年起，作为
拾万实验学校校长的余成文一
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告诉记
者，从三年级开始，成绩优秀
的学生就不断被好学校“掐
尖”，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学
生也被带到城里上学。教
育资源竞争下，乡镇中心
校的生源大量流失。

“这预示着我们这
样的学校不是要去培
养高精尖的社会精
英，而是要培养出
能够扎根农村的
人才。”2021年，
余成文重新找
准定位，提出

要培育出 2035年中国式乡村振
兴人才。“2035年，是乡村全面振
兴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时刻，也是
这些孩子长至壮年，开启人生奋
斗的年纪。”余成文说。

2035年中国式乡村振兴人
才是怎样的？余成文觉得，在当
下他应该是身体强壮的、有责任
担当的、热爱自己家乡的。“最后
一点尤为重要也尤为困难，这些
孩子在假期里去父母打工的城
市玩，看了太多繁华，总觉得农
村就是落后，乡土认同感低。我
们的教育就是要解决这样的问
题。”余成文说。

2022年，拾万实验学校依托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打造了

“淮远河畔好种菜”实践活动项
目，让学生通过农作物劳动，培
养出对土地、对农产品的热爱。

去年 1月，学校租下 12亩地
作为师生共种的菜园。在菜园
开荒前，余成文带领全校 8个年
级 24个班，以 24节气为小组，让
老一辈菜农指导种菜的方法与
技巧。还通过调研形成了适用
于大足本地种菜的操作手册《淮
远湖畔好种菜》，并广泛在大足
城区等地售卖。

“我最喜欢菜园
里的气味，有各种

各样蔬菜在一起的味道，闻起来
好极了！”五年级三班的钟梓妍
在她的《巴岳山农耕日记》上写
道，“其中，本地四季豆适合在惊
蛰—春分时种下，它喜欢10到25
度。”在种植实践中，学生们不仅
增长了农业知识，对气候、土壤
等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还与土
地、农作物建立起连接，产生出

乡土感情。
2023 年，拾

万实验学校将继
续依托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进一步打造微型现
代农业科技园，让学生在传统生
产基地和未来科技园里种相同
的农作物，用比较的方法，增强
学生对农作物生产过程的深刻
记忆。

“对农产品的深厚热爱、对
农耕工具的强烈兴趣、对农业生
产过程的深刻记忆，就是学生拥
有成为 2035年中国式村长梦的
种子。”余成文说。

在劳动中培育乡村振兴人才

“长大后，我要当一名导游，
就地从业，把古人的思想、情绪、
感悟都传递给游客。”今年 12岁
的蒋直慧是宝顶实验小学六年
级的学生，她告诉记者，在五年
级时，她的想法还是长大后到父
母打工的城市里挣很多钱，但现
在不同了，她找到了自己的宝
藏。“我的家在宝顶，它拥有大足
石刻中的宝顶山石窟，能够告诉
现代人很多道理，为人解惑。”蒋
直慧说，想让更多人认识家乡的
大足石刻。

江直慧的变化，源于近年来

宝顶实验小学对乡村复兴少年宫
的建设。2021年 9月，该校被确
定为重庆市乡村复兴少年宫试点
学校，该校以“石魂文化”为统领，
打造出系统化的德育实践体系。

“初创少年宫时，我们各项
资源都很紧张，尤其缺文化艺术
方面的人才。”宝顶实验小学校
长刘圣萍告诉记者，近一年来，
学校通过景校融合、馆校合作等
途径引进社会各方力量实现共
育共建，有效解决了资源短缺问
题，目前已形成了家校社三位一
体的乡村复兴少年宫运营模式。

据了解，宝顶实验小学与大
足区文化馆达成合作，将文化馆
内的公共服务艺术培训延伸到
校，特聘文化馆音乐舞蹈专业教
师充实少年宫辅导队伍。同时，
争取到大足石刻研究院支持，定
期组织学生进入景区实地学习，
特聘文物专家为《石刻小导游》
课程的学术顾问等。目前，该校
已组建石刻小导游、石刻剪纸、石
刻小御医、石魂操舞等39个乡村
复兴少年宫活动社团，实现了文
体娱乐与德育实践的融合教育。

在39个社团活动中，最受孩

子们欢迎的是石刻小导游社团。
“通过编写儿童版导游词、请特级
解说员给孩子们精准讲解，让孩
子们从石刻文化中汲取知识。同
时让孩子们走进景区为八方游客
免费讲解《父母恩重经变相》《牧
牛图》等经典造像，又能让他们感
受到文化传承的力量。”刘圣萍说。

“有个游客夸我讲得好，说
要带外地的朋友也来看。我希
望能一直这样讲下去，让更多的
人来看大足石刻。”蒋直慧告诉
记者，那次石刻小导游实践活动
是她改变理想的契机。

龙水镇龙西小学五年级的杨子
韩是乒乓球爱好者，他的偶像是中
国乒乓球运动员马龙，他长大后想
成为一名乒乓球教练。而一年半
前，让他最苦恼的事便是没有足够
的时间和专业化的场地训练。“小课
间只有 10分钟，大课间有 40分钟，
但学校的乒乓球台完全不够用，要
排很长的队，才能打一轮。”杨子韩
告诉记者，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学校
修建了两个乒乓球馆，各项设备在
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升，他还
加入了学校新成立的专业乒乓球
队，现在每天至少能练球1小时。

“我们主抓两个重点，一是活动
场地与器械设备升级，二是专业乒
乓球师资队伍建设。”龙西小学校长
莫中川介绍，2021年，龙西小学依托
乡村复兴少年宫建设，着力打造乡
镇小学乒乓球特色活动实践项目。

据了解，龙西小学先后将学校
礼堂上方的露台和闲置食堂改造为
两个面积共计 1100平方米的乒乓

球馆，并购置 28张比赛专用乒乓球
台和 5个发球机，充分满足学生乒
乓球练习需求。同时，为组建专业
的乒乓球师资队伍，该校引进了 8
位社会乒乓球专业人才作为复兴少
年宫的教练。

“在农村，由于公共文化空间匮
乏，不少小孩面临着放学后和节假
日无处可去、无事可干的问题。一
旦缺乏家长的引导管教，就容易陷
入网络游戏沉迷或影视剧沉迷中。”
莫中川告诉记者，为此，学校不仅周
末设置体育运动特训班开展周赛月
赛活动，还在暑假举行“乡村复兴少
年宫”夏令营（乒乓球）活动，参与范
围覆盖到临近村庄的青少年儿童。

“以前每到寒暑假，小孩作息就
没规律，长期是夜不睡早不起，大人
要上班也没时间管他。”杨子韩的妈
妈说，“现在，学校有了少年宫，他每
天都要参加乒乓球夏令营。有比赛
时，他为了第二天有个好状态，自觉
早睡，我们感到十分欣慰。”

□ 新渝报记者 余佳 文/图

从文化传承中汲取成长养分 在体育锻炼中追光逐梦

用科技点燃孩子创造力

菜园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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