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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到

作为教育部认定的全国重点外国语学校
之一，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校
向来以外语特色著称。 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所
地处张江高科技园区、占地面积 119 亩的学
校还有另一张“王牌”：国际生态学校项目“绿
旗”荣誉学校。

从预初年级就加入国际生态学校项目的
江东翼同学，现在已经步入高三。 上学期，在卸
下学生负责人职务的同时，他为学弟学妹们留
下一份厚礼：一本汇集六年经验、历时一年多
编写、篇幅达 10 万字的校本读物———《基于项
目的校园生态实践·活动指南（第 1 版）》。

这个小时候喜欢做船模、 航模和各类科
学实验的男孩，是如何迷上生态环境的？ 高中
学习这么紧张，他又如何挤出时间与精力，编
写出一本像模像样的书？

6 年前本想“试一试”，
没想到一干就是 6 年

国际生态学校项目（Eco-School）是由
国际环境教育基金会发起、 学校自愿参与的
国际环境教育项目， 生态环境部宣教中心于
2009年在我国启动该项目。

2014 年江东翼成为浦外的一名初中新
生时，学校刚刚加入项目两年。 “有两个高年
级的同学来班上招募生态代表， 副班长推荐
了我，我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报了名。 ”

刚加入生态学校委员会时， 江东翼还不
太明白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只是觉得每周三
中午的例会上有机会认识很多高年级同学，
而那些学长学姐也都很有想法。渐渐地，他对
生态环境议题越来越感兴趣， 也开始学着组
织相关活动，从“萌新”变成了“骨干”。

垃圾分类回收这个“新时尚”，在浦外校
园早已行之有年。 初二时，江东翼曾负责校运
会“让瓶子回家”活动，设计了回收饮料瓶投篮
游戏，使全校同学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实践中。

一次小小的校园运动会， 为何会产生上
千个水瓶垃圾？他观察发现，很多没喝了几口
的瓶装水饮之所以被弃置， 是因为大家饮用
后随手摆放，同款瓶子便无法分辨了。

于是， 他和伙伴们向大家发放可做标记
的贴纸，提醒同学们“给水瓶做记号，并请喝
完（Mark� Me.� Drink� Me.� Take� Me.）”这
一措施行之有效， 统计发现，2018 年校运会
回收的瓶子数量比两年前减少了约 25%。

让江东翼最骄傲的，当属他 2019 年 5 月
策划的“万物刹那又永恒———大型灭绝物种
展”。

几经讨论，30 多位生态代表和各班擅长
动植物绘画的同学手绘了 23 种代表性灭绝
动植物图案，以时间轴的形式，直观呈现于人
流密集的学校一号楼 3 楼大厅的窗户上，视
觉效果颇为震撼。

展览最后，“下一次大灭绝， 离我们有多
远？ ”的叩问被抛向观众，引人深思。

持续一周的展览， 班会课讲述展览背后
的故事，加上学校公众号宣传，一套组合拳释
放的能量，远超江东翼的预期。

他坦言，相比模拟联合国和辩论赛，生态
学校项目本来在浦外相对小众。“这次展览让
浦外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意识到了‘生态学
校’的存在，并愿意参与到物种保护的宣传和
实践中。 ”

由于投身各类生态环保活动不遗余力，
前不久，他还在上海市未成年人健康生活“六
小”事迹（作品）征集展示活动中荣膺“健康
生活小卫士”称号，是获奖者中唯一的高中学
生。

从一个研究性学习课题，
衍生出 10 万字著作

近年来， 研究性学习在沪上高中蔚然成
风。江东翼编写的这本 10万字手册，就源于他
在丁洪峰老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性课题《基
于项目的校园生态实践》，探索如何用项目化

学习的形式解决校园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与别人不同的是， 他在完成了万把字的

课题报告后，并没有就此收笔，反而接着写出
了厚厚的一本书。单从篇幅上来说，甚至超过
了研究生毕业论文的水平！

高中学习很紧张， 江东翼还是生态校园
活动策划、 组织的主力军，10 万字书稿是如
何写成的？

他说，自己从高一上开始，在周末和寒暑
假“抠”时间，花了一年时间写完了前四章。
2019 年 9 月，试验本开始在校内试用。 根据
反馈， 又对原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 直至
2020年 1月中下旬写完最后一章。 为了增强
该书实用性，还配有一本《活动记录手册》。

上学期，在学校大力支持下，这套凝聚了
江东翼无数心血的图书终于正式印发并投入
使用。

在《基于项目的校园生态实践·活动指南
（第 1 版）》一书中，江东翼将环境问题作为
一条主线，按照生态实践的步骤编写，设置了
绪论“组建生态实践团队”和“评估环境现
状”、“分析环境问题”、“制定行动计划”、
“设计实践活动”、“活动宣传与实施”、“监
测校园环境”、“观察环境变化”七个章节。

江东翼介绍，在浦外的生态校园实践中，
学生是真正唱主角、挑大梁的人，因此这本书
也凸显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是一本真

正由学生撰写、为学生而编、供学生使用的活
动指导读物，某种程度上填补了同类空白。

翻开手册，第一印象就是专业：每一章首
尾设有“核心概念”、“本章目标”和“重点回
顾”、“本章小结”栏目，正文中穿插“思考与
讨论”、“实践活动”、“案例学习”、“知识链
接”、“延伸阅读”和“交互体验”等栏目，另
有“翻转课堂”和“综合项目活动”两个特色
专栏，与正式出版的教材几无二致。

而且，扉页、版权页、前言、目录、正文、附
录等图书要素齐全，版式美观、大气。 令人惊
讶的是，排版工作同样是江东翼一人完成的。

第 2 版已在筹划中，
还想编一本给老师的指南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 16 届上海市示范性
中学学生会主席论坛“垃圾分类新时尚，高中
生来添把火”分论坛上，与会代表曾就校园垃
圾分类中的困难和问题展开讨论。 当时参会
并介绍浦外经验的江东翼， 也把这个案例收
录在了《活动指南》第 2 章的“思考与讨论”
专栏中。

书名中特地加注“第 1 版”，是否意味着
不久的将来还会有“第 2版”？

对此，江东翼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说，第
2版其实已在计划中，可能会在今年高考后动
笔。他还想写一本关于活动模式方面的指导用
书，供活动组织者和学校指导老师阅读。

“希望以书为媒，把浦外生态学校的活动
经验与这本《活动指南》分享给更多学校，与
其他学校联合开展活动， 让更多人关注生态
环境这件大事。 ”这是江东翼最大的愿望。

（周到上海）

年关将至，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终于可以
暂时抛下工作中的职业身份， 享受当下的欢
聚。 不过，有人却因为拒绝了公司提出的春节
假期携带电脑回家工作的要求而被开除。 经
劳动仲裁，劳动者获赔 19.4 万元，公司不服，
又将劳动者告上了法庭。

近日， 上海浦东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
审判决，认定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
应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19.4万元。 公司不服提
出上诉，后被驳回，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春节拒带电脑回家被开除

小张系某咨询公司软件工程师， 工作 4
年后却莫名地被公司开除了。在开除通知中，
公司列举了他的“罪状”：恶意拒绝执行以及
恶意拖延公司安排的劳动任务、 恶意违反公
司制定的劳动时间规定。

原来，2019 年春节前， 公司以小张负责
维护的客户可能需要应急服务为由， 通知他

携带电脑回家过年，遭到拒绝。
更令公司不满的是，小张春节休了 27 天

假，在这期间拒绝联系、上演“失联”。 小张则
认为，春节假期自己要陪伴家人，没有义务工
作，并且 27 天系正当假期，包括春节假期 11
天，加上调休 12天以及 2个周末。

在午休时间的认定上双方也出现了分
歧，公司认为，员工手册中明确规定了午休时
间为中午 12点半到 13 点， 而小张最近半年
都是从 11点半就进入午休状态。 对此，小张
却表示，在实际工作时间安排上，公司并未按
照员工手册执行。

此外， 公司称小张还存在恶意拖延劳动
任务的行为。 2019年 7月 24日，公司通知小
张次日上午 9 点到客户公司， 小张却拖延至
中午才到。小张对此解释道，收到通知时他已
下班， 在征得客户同意后他先回公司拿了电
脑，这才导致迟到。

如此被开除， 忿忿不平的小张申请劳动
仲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

偿金 19.4 万元以及加班工资等费用，获得支
持。 对此不认可的公司又将小张告上法庭，要
求判决公司无需支付该赔偿金。

法院：未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原告提出的三项违规行为，是否构
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针对春节拒绝携带电脑
一事，现实中确实存在工作有突发状况需要处
理的情形，原告该要求并无不妥，但被告处于
休假状态， 不具有向原告提供劳动的义务，故
其拒绝携带电脑不属于恶意拒绝公司安排的
工作任务。 何况，27天的休假亦出于正当手续
与流程，并非原告主张的“失联”状态。

针对午休时间的争议， 被告确认每天工
作时间为 8小时，自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半，
则其应当知晓午休时间为半小时， 被告本人
亦认可部分午餐时间超过正常合理时间，故
可以认定该行为属于违纪行为， 但尚未达到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程度。
至于原告主张被告未能按要求及时向第

三方提供劳动， 系其返回公司拿取电脑这一
客观原因所致， 并非恶意拖延公司安排的工
作任务。

综上，上海浦东法院认定，原告主张被告
存在的三项违纪事实未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
度， 原告以上述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
法，故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周到上海）

工程师春节拒带工作电脑回家被开除
浦东法院：公司违法

上外浦东附中学生自编 10万字校本读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