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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景的思政课

发现低年级孩子浪费严重
建议食堂阿姨看年纪打饭

“为什么人们肆无忌惮地浪费粮食？”课

堂一开始，谢思颖和她的同伴走上讲台，和同

学们分享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在调查时，我们先随机采访了路人和

同学，询问了他们浪费粮食的情况，以及浪费

时的心态。我们发现，9~15岁的人浪费情况

最为严重，而且在浪费时是无所谓的态度。”

谢思颖说。

这个结果让谢思颖非常困惑，因为学校

里每天都在强调不能浪费粮食，按理说学生

的节约意识应该是最强的，可为什么学生中

的浪费会这么严重？

于是，她们便在校园进行调查，收集了

1~6 年级学生的剩饭情况，并寻找原因，“我

们发现，4 年级是一个分水岭。在 1~3 年级，

学生的剩饭现象非常严重，几乎没有吃完的

学生；到了4年级，剩饭与不剩饭的学生数目

相当；在 5~6 年级，只有少量的学生会剩

饭。”

于是，她们询问了这些剩饭的学生，发现

他们剩饭的原因有两个：一是饭菜不合口味，

有些菜品不喜欢吃；二是饭菜实在太多，他们

吃不下。

“1~3 年级的学生，因为年龄小，饭量也

小，但是打饭阿姨打的每一份饭菜，分量都是

相同的，而这样的饭量对小孩子来说实在太

多。”获得答案之后，她们便找到了食堂打菜

阿姨，建议他们根据学生的年龄来分饭，同时

在分饭时可以适量少分一些饭菜，让那些不

够吃的同学自己添。

没想到建议提出后，成效非常明显。现

在全校千余人，每天的剩饭剩菜只有半桶左

右，很多低年级的学生都能成功将饭菜吃完。

物质条件丰富了
勤俭节约的传统不能丢

宋柳依和组员的调研主题是“为什么粮

食新闻没有广泛报道”。

“我们搜集了钱江晚报近2个月的报纸，

统计了农业、金融、体育、娱乐等话题的报道，

其中关于金融的报道有80篇，关于体育的有

53 篇，关于娱乐的有 47 篇，而农业话题的报

道只有16篇。”宋柳依说。

同时，她们还关注了其他的媒体，发现金

融、体育、娱乐都有专栏，但是农业没有。

为什么媒体对农业的报道这么少？于

是，他们也上街随机采访路人寻找原因。

他们共访问了 30 人，回答如出一辙，大

家并不关心粮食话题，即使报纸上报道了，也

很少有人花时间看，因此媒体的报道也就少

了。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除了做食品生意的

商人以外，我们几乎找不到关注粮食的人，因

为大家觉得现在粮食遍地都是，不再珍贵。”

宋柳依分享了采访片段，一个50多岁的中年

人诉说了自己童年时下地干农活，经常吃不

饱饭的时光，对于那时的人来说，粮食是很珍

贵的东西，要是有小孩浪费粮食一定会遭到

大人的责备，但是现在的孩子不太会遇到这

样的情况。

“现在出去吃饭，弟弟妹妹要是浪费粮

食，很少会有大人去批评他们，点菜时也是顺

从他们的意愿，他们想要什么就点什么，也不

会考虑到底能不能吃完。”宋柳依说。

杭州余杭区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仓储

部经理韩晓敏，也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粮食

储备领域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对粮食的看

法。“现在的粮食，无论是在品种的多样性上

还是产量上，明显增加了，因为物质条件的丰

富，人们不再珍惜粮食。根据不完全统计，中

国餐厨上一年的浪费，相当于 2 亿人一年的

口粮。”

“但即便如此，大家也要牢记粮食对于一

个国家的重要性，要知道保证所有人的吃饭

问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现在丰富的

粮食产量，是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不懈努

力的结果，绝不能因为眼前的安逸忘却过去

的困苦。作为中华儿女，我们应该有居安思

危的意识，要发扬我们勤俭节约的良好传

统。”韩晓敏的话让学生们很受教育。

余杭塘栖镇第一小学▶▶▶▶

这堂思政课的主题是“粮

食”，上课的老师是杭州市余杭

区塘栖镇第一小学的郑晓娟，

她也是学校的校长。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

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节约粮食的道理，每位学生从

小就知道，又能有几个孩子真

的明白节约粮食的重要性并

付出行动呢？

上这堂课之前，郑晓娟让

学生进行了一场关于“粮食问

题”的项目式学习，其中六（1）

班学生分成了几个小组进行

调研，得出了调查报告。

这堂课，就是根据学生们

的调查报告进行的。为了让

学生更加充分认识这个问题，

郑校长还请来了粮食专家韩

晓敏当场为学生答疑解惑。

为啥总有人浪费粮食？为啥关注粮食新闻的人越来越少？

六年级小学生的调研报告
解决了学校的剩饭剩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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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是国家思政课程体

系中的基础性课程，是落实立德树人、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重要课程。今天

的学习主题“粮食知多少”属于拓展性内容。

“劳动成果要珍惜，节约不浪费”，说说容

易做做难。如何引领学生聚焦最生活化最日

常的劳动成果——粮食，进行深层次的拓展

学习，让他们经历、探究、发现、反思，最终形

成“节约、不浪费”这一行为养成的内在需

求？前一节课，围绕“粮食知多少”，我引领学

生设计学习任务，明确学习方法，在双休日进

行实践探究。本节课学习成果的交流、讨论，

让我欣喜地看到了这一学习真实地发生。

当学生对于“人们为什么肆无忌惮浪费

粮食”这一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试图解决

学校食堂中同学的光盘问题时，我看到了一

次有价值的学习；当学生以一封“义正言辞”

的信写给《钱江晚报》，作为解决“粮食新闻报

道过少”的策略时，我看到了一次有意义的学

习；当学生从利比里亚的粮食危机中感悟到

“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的重要

性，我看到了一次具有国际视野的学习⋯⋯

“小课程，大德育；小课堂，大社会；小问

题，大发现”。这节课根据六年级学生的特点，

围绕“粮食”问题，让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地认

识、理解自己生活的学校、家庭、社会、国家，真

正明确“劳动成果要珍惜”的现实意义，达到了

道德养成“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效果。

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第一小学 郑晓娟

小课堂，大社会
小问题，大发现

师说

余杭区粮食收储有限责任公司的韩晓敏分享故事。

宋柳依在读钱江晚报的回信。宋柳依在读钱江晚报的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