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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建立“学伴小组”
为体育活动做“加法”
开展“快乐晨间”活动

双减之下
甬城学校

减负各有妙招

“双减”政策落地已有一段

时间，孩子们的课后服务模式有

何变化，周末又都在做些什么？

近日，本报记者走访镇海、

鄞州、慈溪等地多所中小学校，

发现他们有的探求建立“学伴小

组”，有的正在给体育社团活动

做“加法”，有的安排了“快乐晨

间”活动……

此前，镇海区教育

局 发 布 的《关 于 落 实

“双减”政策的若干措

施》中，在“优化完善课

后服务体系”方面提出

了建立“学伴小组”的

措施，引起关注。

“有点像我们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开展的

小学课后活动，几个同

村或同小区的孩子轮

流到一户人家完成作

业 ，大 家 相 互 答 疑 解

惑。不过，就现代的教

育环境而言，‘学伴小

组’有了更多的选择，

可以开展的不再是单

一的学习活动，还有给

‘学伴’增加‘玩伴’的

含义，一同度过快乐有

意义的童年。”该区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建议以同班级、同

年级、同小区（村庄）或

同爱好等为主要考量因

素，一般在周末开展自

助互助学习或有价值的

活动，时间一般为半天，

可以由家长、教师、退休

教师、社区志愿者、社会

上的爱心人士等进行管

理和辅导。”

开学将近一个月，

镇海区各小学的“学伴

小组”是否在开展？开

展了哪些形式的活动？

效果又如何呢？跟着记

者去一探究竟吧。

镇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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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性“学伴”长作业
以培养核心素养为落脚点

“学伴，学伴，学习的小伙伴”。镇海区实
验小学在2021年春季学期就已具备了“学伴
小组”的“雏形”，在每周三“无作业日”让孩子们
自由组成4-6人的“学伴小组”，每周选定两门
学科的主题，一学期完成包括语文、数学、英语、
科学、综合实践在内的“探究性长作业”，“长作
业”顾名思义就是完成周期比较长的作业。

“这学期，我们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活动方
案，组成学习组的孩子们以5门学科为一个循
环，在1个月左右通过查阅书籍、互联网检索、
动手实验、调研走访等多种形式完成一门学
科的一项探究性长作业。”

该校教导主任罗彦介绍，教师们自主研
发探究性作业的自编教材，通过知识小窗、灯
塔引路、小试牛刀、拓展延伸等板块设计，给
予学生探究主题的选择参考，引导学生群策
群力尝试解决，分工完成探究性长作业的各
个环节与步骤，最后选择最佳的呈现方式回
校展示。在此期间，同学可以邀请学科老师担
任顾问，在遇到难点或分歧点时进行点拨与
指导，也可以请教班级内有专长的家长担任
志愿者，有必要时也可以请教高校教师、大学
生志愿者等。

记者翻看该校部分三年级“学伴小组”的
数学探究性长作业，发现大多是课本知识的
延伸与实际应用，制作“学校俯瞰图”、计算校
园绿化面积、绘制年级组徽标等探究主题，丰
富有趣。

“通过‘学伴小组’的合作探究，学生们可
以进一步了解其中包含的数学知识，有更多
的时间去思考数学在生活中的运用。同时，在
活动中孩子们也提升了思维能力、表达能力，
掌握了沟通技能，呈现方式采用手抄报、ppt
等，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他们的审美能力。
对学生们的成长来讲，‘学伴小组’开展的探
究性学习活动是一举多得的。”该校三年级数
学教研组长王娟表示。

可以说，该校的“学伴小组”探究性长作
业，让擅长表达的孩子有了更多展示汇报的
机会，让动手能力强的孩子有了创作的动力，
让擅长出谋划策的孩子有了更多奇思妙想出
主意的机会。

实践类“学伴”活动
培养动手能力、服务社会

“制作月饼分为和饼皮、揉团、塞馅、烤制
等几个步骤，你们跟着我一步步来。”中秋放
假的第一天，镇海区中心学校一支“学伴小
组”的学生来到烘焙室，在糕点师的指导下，
与家长们一起制作月饼，大家一边制作一边
七嘴八舌地交流制作要点和难点，好不热闹。

烤制完成的月饼圆润饱满，飘散出一股
股香味，对于月饼的去处又引发了大家的讨
论：“我们把自己做的拿回家吃吧！”“我觉得
可以把月饼分享给其他没法回家过节的人品
尝。”“这个主意好，我同意！好东西分享给别
人，比我一个人吃更开心。”最终，小组成员经
过讨论达成了共识，大家决定将新鲜出炉的
月饼送给小区里的保洁人员，为他们送去一
份中秋的爱心。

“不用出镇海，在小区里就能开设各种活
动，既增进了亲子沟通、同学感情，也锻炼了
孩子的动手能力。”参加“学伴小组”活动的箭
湖校区二（2）班学生吴辰宇的家长说。

当天，该校另一支“学伴小组”的成员们
来到了培菊图书馆，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整
理图书，随后开展了好书分享会以及知识问
答。除此之外，还有制作灯笼、装扮小区、中秋
茶话会等一系列小组活动在家庭、社区中展
开，孩子们收获了一个人玩所没有的快乐。

“我们学校将‘学伴小组’取名为‘小雁群’，
希望孩子们能像雁群一样，在集体活动中有所
收获，共同成长。”镇海区中心学校副校长吴海
芳告诉记者，“活动刚刚起步，还在不断摸索
中，我们希望借助家庭、社区、博物馆、风景名
胜等社会中的多种资源，打造开放的课堂，让
孩子们在有意义的实践活动中提高综合素
养，融入社会，了解时代，为孩子的童年留下
美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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徳培小学篮球队成员在练习。

镇海区中心学校的学生做面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