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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客进大学
分享创业经

本报讯（通讯员 赵越 记者

方秀芬）近日，10位创客精英齐聚

浙工大之江学院分享创业故事。

其中一位是浙工大之江学院在校

生——来自商学院营销1302班的

李权昭，他是唯一一位入选“十佳

创业先锋”的在校大学生。

22岁的李权昭创建了绍兴小

黄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甜

甜校园”文化服务平台。李权昭

从保护学生利益不受侵害出发，

抓住学生这一消费群体的特殊性

和限制性，为大学生提供驾驶培

训、旅游户外、团建聚会等业务。

一直以来，之江学院积极鼓

励大学生创新创业，今后之江学

院将陆续举办经贸实战、创客论

坛、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为大学

生创业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与实战

平台。

下城举办
交通安全竞答赛

本报讯（通讯员 何宝华 记

者 王洁）日前，由省疾控中心、下

城区卫计局、下城区教育局主办

的“安全在我心”交通安全亲子竞

答比赛在现代实验小学举行。

通过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

三个环节角逐，青蓝青华实验小

学获得一等奖，长江实验小学和

现代实验小学（朝六校区）获得二

等奖，朝晖实验小学（朝五校区）、

风帆中学、现代实验小学（现代校

区）获得三等奖。

2015 年下城区被确立为浙

江省唯一的学生道路安全项目试

点区。除了交通安全亲子竞答比

赛，全区还举办了交通安全知识

微信答题比赛，“马路天使绘画比

赛”等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西教 记者 张向瑜）当

家长的很有感受，孩子的语文试卷上，最容易

丢分的题型之一就是阅读题：如一道3分的分

析题，学生写得满满当当，可得个 2 分已经算

不错，有时候甚至1分都没。丢分原因到底在

哪？“因为学生对文本不熟悉，是一种瞎猜的

状态，请记住一定要把文本至少读三遍，三

遍！”来自上海的知名语文特级教师关景双回

答说。

昨天西湖区教育系统第四届学术节开幕，

首场报告就是由关景双老师带来的《主题式课

例研修行动》，引导教师如何在教研活动中成

长历练。尽管话题专业性非常强，但关老师通

过案例的呈现和具体的操作办法，鼓励老师们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不断反思提升。

养成边教边研边写的习惯
名师说这样做教研就不会觉得难

“‘请同学们快速阅读两分钟，然后思考老师

的问题’，这是很多老师在上阅读课时说常说的

一句话。一个文本，两分钟够吗？这就导致很多

学生根本来不及读懂文本，就开始瞎猜回答了，

他们不看课文，就是看着老师的表情和延伸在回

答问题，这样的语文怎么能学得好？无论是文本

还是课文，一定要读透，至少三遍。很多老师，教

案上一堂课会有七八个目标环节，太多了太忙

了，最后教案是完成了，可学生到底掌握了多少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关老师在报告中经常

是以语文学科为例进行剖析。

关老师特别提到，老师的语言一定要精

准具体，跟学生说什么样的话都要想清楚。

“这篇文章文字多么曼妙、多么富有表现力，

这样的话语其实是没有明确目标的，内容一

定要说透说细，比具体到哪个字哪个词用得

好。教师要有专业的术语，真正让课堂有

效。”关老师建议台下的老师们，在日常的教

学养成边教边研边写的习惯，解读课文时要

定明确目标、设计教学找方法、观课研讨评效

果、课例写作练能力。

西湖区做校本教研
就从自己最熟悉的问题做起

本次学术节，西湖区以教研为切入口，

重点放在校本教研和教研组建设上。据西

湖区教育局副局长黄志元说，校本教研是

一种与课程改革相适应的教研方式，目前

全区很多中小学和幼儿园已建立起颇具特

色的校本教研，以课题研究为主线，引导一

线教师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对自己最熟

悉和最关心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升教师的

研究水平。

与以往学术节相比，本届的一个特点是

以区级、区校联动、校级三个层面进行主题活

动。据了解，在接下来的各个专场活动，也是

按学校按学科来进行，中学有语文、科学，小

学有数学、音乐，还有幼儿园专场。区内最有

特色的一批教研组，将通过一系列的微型报

告、经验分享、专家引领等方式，展示各自的

教研成果。

很多一线老师怕做教科研 因为觉得难

西湖学术节上名师提了个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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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日报学点点

在浙江省首届核心素养与课程改革研讨会上，有这样的共识

少些“人人必学”多些“个体选学”
通讯员 韩爱芬
记者 张向瑜

要说这两年教育的
流行语排行榜，“核心素
养”一定榜上有名，尤其
是今年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出
炉。要知道，这份核心
素养可是事关今后的课
标修订、课程建设、学生
评价等众多事项。就在
本周，浙江省首届核心
素养与课程改革研讨会
在 杭 州 市 三 墩 小 学 举
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小
学 校 长 和 教 师 代 表 近
300 人，聚在一起探讨
交流核心素养和课程改
革之间的“复杂关系”。

根据总体框架，中国学生核心素养综合表现

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

担当、实践创新。对这六大素养，大家真正读懂了

吗？对课程建设来说，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

来自浙江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刘力教授，做了

专题报告。他首先分享了在国外交流时看到的

“学习烹饪”的故事，烹饪虽然是一门技能课，但

是在国外的课堂上，却有饮食文化的思考，而且

在做菜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实验、探索精神。“现

在我们的教育，很多时候把本来有情调的事情，

却只当生存技能来做。”他还提到，教育中的学习

活动，应该关注过程性评价、发展性评级，重视生

活技能的培养。“基础性课程应该是为拓展性课

程服务的，拓展课应该是把基础课的内容运用到

拓展课上。拓展性课程应该从形式思维向实质

思维转变，甚至可以鼓励同学尝试错误地学习，

这样才能真正体验到思维的快乐！”他认为，以核

心素养为指向的教学变革方向，应该是多样化的

拓展性教学，不只是关于世界的书本知识，而是

能解答问题的教学，能通过真实任务的体验式教

学。

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东道主，三墩小学通过课程

展示、活动呈现的方式，展现学校的课程框架和评价

体系。比如，带领与会人员游校园的是三墩小学“文

化宣讲团”的学生们，这些“金牌小领队”领着大家进

行了墩小课程“精品游”、“休闲游”、“深度游”、“自由

行”。小领队们落落大方，谈起学校的各个课程如数

家珍，得到了与会校长和老师们的一致点赞。

近几年来三墩小学着力推进课程改革的实

践，开始了以核心素养为统领的新一轮课程规划

和教学改革的探索。学校最新构建的“新兰”课

程，由基础性课程和拓展性课程两部分组成。如

其中最有地域特色的“兰里人课程”，以三墩地域

文化为主线，主要开设关于三墩语言、地域、人文

等内容的课程，旨让学生在了解兰里文化的基础

上，传承新的文化。

来自省内的几所学校，也做了分享交流。绍兴

市柯桥区实验小学的“慧·成长课程”，基于校树——

樟树和校花——茶花而建，每个课程依据需要而开

设月课程、周课程。湖州师范附属小学的“成长课

程”，低段采取教师走班形式，培养学生兴趣，中高段

注重潜能开发与特色培育。普陀区朱家尖小学的

“海雅课程”，倡导每一位学生都拥有一个梦想，不断

去找寻和实现梦想。衢州市柯桥区万田乡中心小

学只有400余位学生，他们的“守望课程”，鼓励学生

用自己的双手美化校园任何一处角落，用最基础的

劳动加以艺术味地再创造，玩出趣味。

对此，浙江省教研室副主任柯孔标认为，真正

的教育公平是为每位孩子提供合适、适当的教育，

在全面的基础上应注重特长的教育，不仅要重视

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要关注孩子自信心、生活能力

等的培养。他再三说，拓展性课程应该与每所学

校的办学特色相联系，特色不能单一化，应该减少

“人人必学”，多一些“个体选学”。

样本 学校教育少些“人人必学” 请多一些“个体选学”

手工定制 个性消费

系列报道

慢工出细活，嘉木透露，他一年大约制作 20

多张古琴，细细雕琢，“这速度不算快，刚刚好”。

斫琴之余，他还抚琴、教琴，像古人一般在琴音中

修身养性，钟爱这种自在悠然的生活方式。

斫琴之余，他喜欢来市区的红星剧院看戏，

参加市区的琴艺雅集，还喜欢邀朋友来六谷山

房品茗、吃饭，躬身菜畦施肥捉虫，皆是他的心

头好。

来六谷山房找嘉木习琴的，大都住在市区，

驱车过来少说也要一个多小时，每每遇到这样

执着的学生，嘉木忍不住要提醒，“杭州市区的

古琴老师也很多，不必大老远跑来我这里啊！”

可是学生们自有解释：来这里不仅仅为练习古

琴，也是在体验另一种生活，在六谷山房看自在

飞花，听叶落虫鸣，品尝老师烹饪的原汁原味蔬

菜，围着红泥小火炉沏一杯香醇普洱，人生乐

事，概莫如此。

生活可以简单，但不能将就，嘉木用心做

琴，柴米油盐一日三餐也绝不马虎。

无素不欢的他做素菜的方式尤其特别，白

泥砂钵洗净了，依次放入双面煎至金黄的豆腐，

各处淘来的有机香菇、木耳、黄花菜、红白萝卜，

浇上鲜美生抽、菜油，倒入后山打来的山泉水，

将砂钵放在炭火小炉上文火慢炖，待食物芬芳

在六谷山房弥漫开来，一声“开饭了”，各自忙着

的学生和朋友们应声而来，大家聚拢在餐桌前，

谈天说地⋯⋯幸福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

拜访嘉木当日中午，有幸品尝了他亲手做

的素砂锅，除了平日里经常吃到的豆腐香菇木

耳萝卜等食材，还品尝到了嘉木的云南学生快

递来的野生板栗，炖至酥烂的板栗，香甜软糯，

这道充满山趣野味，洋溢着鲜香滋味的好菜，在

炭火泥炉上冒着热气，汤汁沸腾的声音清晰可

闻，叫人重温了一回久违的老滋味。

顺着六谷山房往坡下走，一眼望见了嘉木

开辟的菜园地，种满绿油油青菜的那一畦菜地，

精心地用斫琴后剩下的木板围挡起来，似乎在

告诉过往路人，小木匠开垦出的菜园，的确有那

么些与众不同。

“山坡下还种了一片红薯，一直在下雨，等

找个开太阳的日子要把红薯挖出来。”雨雾里的

嘉木，期待艳阳高照开挖的那一日早点来。

“手工定制 个性消费”第二季启动了!继杭州日报第一季匠人系列采访、生活 JIA 微信公众平台“杭州日报
最具人气手工匠人”评选结束后，本报今日启动第二季匠人系列报道，继续展现真实的手作人，他们对待工作的
执着、精益求精，他们的精彩生活。只要你热爱手作，希望同享手作匠人的丰盛人生，请继续关注我们吧！

汉服是他平日着装，粗麻或细麻面料，一年四季更换着，

直领圆领，琵琶袖或直袖，亦有丰富变化，作为一名古琴手作

匠人，只有在制作古琴时才换上简易服装，只为方便工作。

迷上古琴前，嘉木是杭州下沙某日企翻译。2008 年开

始习琴，结识了全国各地的琴友；2013 年辞职北上扬州学

习斫琴技艺。几年下来，手艺日渐精湛，于是，六谷山房之

名也渐渐在杭州古琴圈传开来了，来访者络绎不绝。

制作一张好琴处处都是讲究，选料是第一步。手作上

好古琴，首先要准备上好木材，嘉木说，要使琴音空阔辽远、

低沉醇厚，必要选择一款老杉木。

访客都能见到他堆在门厅处的一堆老杉木，甚为壮观，

是从各处老民宅或古老寺庙拆换下来的柱子，房柱粗壮，一

人合抱不来，少说也有上百年历史了。

提起古琴，嘉木目光炯炯，侃侃而谈：“现在斫琴，都会

选用百年以上的老旧房梁，因其水分及油质早已挥发，不易

因气候变化而变形开裂，木质稳定性好，传音效果极佳。”

古琴是中国上古八音之一，文献记载有 3000 年以上的

历史。古来文人四艺以修身，琴棋书画，琴为首代表德。古

琴具备清和淡雅的音乐品格，历来被文人雅士视为修身养

性的必由之路。

于是，从一家快节奏的日企公司翻译转身像古人一样

慢节奏地做琴弹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嘉木在而立之年

作出的人生抉择，冥冥中是古琴替他作出的。

嘉木的斫琴房在修竹茂林的山坡下，类似半地下室的

水泥墙上，画着四五幅古人斫琴图，他的“木工房”里摆满了

木板、琴胚、琴弦以及各类工具。铺满刨花的地面，堆满木

屑的工作台，刨子、凿子被用得亮闪闪，这位80后斫琴师在

木香里勤劳手作，完成着他和琴的对话，和世界的对话。

嘉木告诉记者，斫琴工序基本靠手工完成，琴面弧度

的刨削，琴体腹腔的挖凿，每一个步骤都需要巧手灵心的

积累和体验。技术含量最高的是“挖腹腔”，这个听上去

蛮血腥的名词具体说来，就是将古琴主体的杉木板，挖出

一个空间。

“这个腹腔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腹腔内部各处挖

的深浅也要有精确把握，挖的好，面板与底板之间的腔体

共振产生出来的音质才会特别好听。”嘉木介绍，面板用

老杉木，底板用梓木，当杉梓合一，古琴方才阴阳相合，大

功告成。

每每出一件新品，嘉木必要拍照，得意洋洋晒在朋友

圈，附上一句话，“小黑蕉，要听录音的发话来”，小黑蕉是这

张古琴的爱称，因其上漆后油亮乌黑，故此得名。琴友们听

过此琴演奏，大致知晓这张古琴的音质气韵如何了。

从日语翻译转型为斫琴师

生活是一种久违的老滋味

“琴”人嘉木：我在六谷山房等你

记者 孟煜前

杭州有座山，叫六谷山；山上有座房，叫六谷山房；房里住着位80后斫琴师（古琴制作

师），名曰嘉木，自号西园匠人；白天，他斫木为琴，束丝为弦，只为将一张古琴精工细作；

夜晚，他抚弄琴弦、一曲高山流水，与山林音声相和，自在悠远。

拜访嘉木那天，正是小雪节气，冰冷冬雨穿林打叶而来，化作雨雾迷蒙了双眼。雨雾

尽头，一清癯男子撑伞兀然伫立，顶着发髻，粗麻藏青的汉服随风飘动，如梦似幻，古人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逸画风扑面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