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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一侧，一块光伏板正承接着春日午后的明媚

阳光。

这是杭州市澎诚中学校园人气最高的地方之

一。这块光伏板也被同学们称为“向日葵”，它采用了

平单轴跟踪控制系统，能全天候自动跟踪太阳，调整

最佳的倾斜角度，提高发电效率。

在澎诚中学，光伏发电就在身边，低碳科技是看

得见、摸得着的。

“向日葵”旁边，一盏校园智能路灯的 LED 显示

屏在 24 小时播放，配备了光伏板发电，自给自足；装

有长条光伏板的智能座椅，由80瓦光伏板供电，两侧

的圆形区域支持手机无线快充；教学楼、科研楼屋顶，

720 片光伏板（实际使用面积约为 1821 平方米）持续

工作，而教学楼廊桥东侧的蓝绿色彩色玻璃其实是

36 块光伏玻璃组件，迎接阳光转换成电能；在学校

“未来学习中心”的大屏上，可以看到校园光伏的当日

发电量、累计发电量、日发电趋势及节能减排等数据。

2022年11月8日，教育部印发《绿色低碳发展国

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除了把双碳理念纳入教

育体系和老师队伍建设外，还明确提出要推动校园新

建或是改造建筑的节能减排产品，鼓励学校在建设、

管理过程中广泛应用节能减排产品和服务。

澎诚中学是一所新学校，2022 年 8 月正式投入

使用，学校在设计之初就融入了绿色建筑理念。绿色

校园建设，要“节流”，也要“开源”。在杭州市上城区

教育局的支持下，学校增设了太阳能光伏板，在未改

变屋顶绿化面积的前提下让光伏这一清洁能源走入

学校，既满足学校的用电需求，又作为新能源的科普

载体，丰富育人环境。

“学校是育人的地方，清洁能源作为育人环境的

一部分，让学生在环境中感受到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科技思维。”澎诚中学副校长夏

明表示，学校尝试用零碳课程驱动，根植师生的科技

基因。

低碳科技看得见、摸得着

最近，连绵的阴雨天终于告一段落，杭城又拥有了春日暖

阳。对于大晴天，杭州市澎诚中学的同学们特别高兴，因为学校

的光伏板们又可以全力发电了！

澎诚中学是一所会自己发电的学校。去年10月中旬，学校

完成光伏板铺设，去年11月，通过国家电网并网验收。校园“自

发自用，余电上网”，据测算，学校年平均发电量为 37.5 万千瓦

时。从去年11月1日正式投用到今年4月10日的5个多月中，

校园光伏累计发电15.58万千瓦时，平均每个月发电3万千瓦时

左右，可节省 1.6 万左右经费。去年 11 月 29 日，学校获得“零

碳”公共机构认证证书，成为区域内首家零碳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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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魏娜

最近，杭州高级中学历史老师李海

青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上，夸赞一篇学

生“神作”。一篇题为《小周后赋》的文章，

全部用文言文写作，两页正文，光注释就

有三页，整整126项，还有不少生僻字。

“甲辰初春，丙寅之期。岁聿云暮，

日居月诸。长夜难消，霜侵罗幕。苦寒

惨度，乃草寐案牍。及月莹天心之时，芳

袂湿露，绫襦染霰，支颐乃起，见幽苑闲

庭，不似家舍⋯⋯”

这篇文章发表在杭州高级中学鲁迅

文学社刊物《鲁迅风》上。这一期刊物共

有 77 篇文章，大多是杭高学生的作品，

也有个别是外校同学的投稿。这篇让李

老师赞叹的《小周后赋》，作者空白，连

“佚名”二字都没有标注。

其实用古文写文章，是杭高师生的

传统。2018 年 5 月，杭州高级中学官方

微信发布了一篇120周年校庆的文言文

版公告。几个小时后，这份特别的校庆

公告在朋友圈刷屏，阅读量迅速破 10

万。在留言区更是引发了持续热议，点

赞者认为公告让人耳目一新，传播效果

极佳。校庆公告全文共 932 字，共有 74

处注释，有的出自《论语》，有的出自《诗

经》，大多数内容都是高中语文课程里涉

及的内容。同样的，文章里也有很多生

僻字。

当年公告的主要执笔者，是现任杭

州高级中学副校长高利。他是浙大人文

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从酝

酿到写作完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定稿

经过多次修改，还请了浙大教授和文学

老师指导。“构思有想法，写作有功底，形

式很吸睛，效果很卓越。既是优秀的写

作尝试和成果，又是学习过程的完美展

示，有才情，有内容。”高利评价这篇学生

“神作”。

李海青老师在学校里打听了一圈后

终于找到了作者——杭高钱江校区高二

（7）班的陈棨杭。

陈棨杭的语文老师董青告诉记者，

陈棨杭爱看书，尤其古典文学，写作获过

很多奖，如第 20 届叶圣陶杯国赛一等

奖、第 10 届科普科幻作文省赛一等奖、

“品味书香”征文一等奖等。今年，在杭

高樱花文学奖候选人风采展示时，陈棨

杭的自我介绍也是用古文写的。杭高的

樱花文学奖是杭高最重要的“文学加冕”

典礼，也是杭高文学最高奖。该奖项从

2017年开始，今年是第八届。之前的七

届共有 14 位同学获奖，获奖同学中，高

考升学清北复交浙率近六成。今年，陈

棨杭就是第八届樱花文学奖的两位获得

者之一。 本报记者 朱丽珍

一篇作文

两页正文

三页注释

杭高学子又出“神作”

用光伏板设计制作自动灌溉系统、光伏供电车

模、测算碳排放数据⋯⋯校园光伏也激发了同学们对

科学、绿色、生态的探索和思考。

802班的位木杉告诉记者，去年，她参加了一项全

国性的“模联”活动，讨论了如何应对全球变暖。“学校

的做法给了我很多灵感。‘零碳’并不高高在上，我们每

个人都在努力实践，让我们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

澎诚中学将“零碳校园”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点，

让学生面对课程实践中的真实情境，运用跨学科知识

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学校编纂了《零碳光伏的秘

密》《未来汽车》《走进科考船》等活动手册，带着学生

化身“零碳”实践员，参与“零碳科研”系列实践活动。

澎诚中学还有一个特别的“零碳银行”，日常资源循环

再生与可回收利用项目都在这里进行。同学们收集

废弃纸板、瓶盖等，定期来零碳银行兑换“诚实币”并

做公益。零碳实践，已经融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希望赋予绿色学校以崭新的理念，把创建

绿色学校、实施绿色教育作为落实立德树人的切入

点，从绿色管理、绿色校园、绿色课程、绿色德育几个

方面对师生进行富含新理念的绿色环境教育。”在副

校长夏明看来，“可持续发展”是全校师生的共同愿

景，学校要把和谐发展和环境保护思想落实到各项育

人活动中去，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从而推动课

程建设，培养可持续发展的学生。

激发学生对科学、生态的探索和思考

学校开展“荷探光伏”前沿技术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