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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所学校1.5万余名学生参与
镇海出台小学课外学伴小组活动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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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学伴小组
组建三大原则

《意见》提出，学伴小组遵循
三大原则，分别是安全性、科学
性和趣味性、灵活性和自主性。

安全性方面，虽然学伴小
组是周末活动，但学校要加强
管理，细化活动流程；指导学生
根据活动内容，精心挑选活动
场地，确保活动场地与交通的
安全性；加强课外学伴小组管
理者安全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及自我防护
能力的培养；制定课外学伴小
组活动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
处理流程。

科学性和趣味性方面，要指
导学生科学合理地安排活动内
容，激发学生参与活动的学习兴
趣，在活动中获取快乐，增长见
识，锻炼能力。

灵活性和自主性方面，要在
充分尊重学生的自我选择权和
自主活动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
参加课外学伴小组活动。

学伴小组以小学高段学生
为主要对象，同班级、同年级、同
小区（村庄）为主要考量因素，学
生自愿组合，区域资源组合。要
充分发挥教师、家长的引领作
用，协调和帮助学生组建课外学
伴小组。

鼓励有条件的家长参与学
伴小组的管理，充分发挥家长的
个人特长，辅导学伴小组活动的
实施，从而形成学生与学生之
间、家长与孩子之间“互伴成长”
的良好氛围。

鼓励各校“一校一案”制定学伴小组工作方案，要求各校评价跟进，将学伴小组活动的开

展情况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年级（教研）组考核等。11月9日，镇海区教育局出台《关于小

学课外学伴小组活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双减”措施中关于小学组建学伴小

组开展周末活动一项，给出了更加明确的指导。

在此前出台的镇海区《关于落实“双减”政策的若干措施》中提出，小学课后服务要建立

学伴小组，在周末开展自助互助学习或有意义的活动。

开学至今，镇海已有19所小学高年段学生在自愿组合基础上组建学伴小组，但各校在

实际开展活动中质量不一。此次，镇海区教育局在各校实践基础上出台《意见》，促使今后学

伴小组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更有针对性。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胡艳

镇海区中心学校学伴小组开展实践类活动。镇海区实验小学学伴小组开展探
究性作业。

镇海区崇正书院学伴小组活动。

《意见》就学伴小组的活动
内容给出了具体参考：

1.学科作业。以相同或不同
班级（年级）学伴小组自助互助
完成作业的形式开展，发挥“兵
教兵”优势，提高作业质量，教
师或家长志愿者可在必要时予
以辅导。

2.探究实践。学校设计基于
学科拓展、学科整合性质的探究
性活动或实践作业，学生以学伴
小组合作完成的形式开展探究
实践活动。

3. 亲子活动。利用双休日、
节假日开展不同家庭之间的亲
子交流活动，增进同伴之间、家
庭之间的沟通。

4.阅读鉴赏。利用校内外图
书馆、书城（店）等资源开展阅
读活动，参观书法、绘画、摄影
展等。

5.社会实践。结合文明典范
城市创建、垃圾分类、安全教
育、传统节日、非遗传承、法治
宣传等活动，组织开展进社区、

进企业、进社会等各项实践活
动，提高学生公众参与意识。

6.研学旅行。利用省市区确
定的研学精品线路，结合主题开
展研学旅行活动。

7. 影视剧观赏。利用学校、
家庭、影剧院等资源，有选择地
观赏积极向上、富有教育意义的
影视剧作品。

8. 健身游戏。在教师、家长
和社会志愿者指导下，参加适合
学生参与的各种体育活动、健身
活动和游戏活动。

9.家政实践。在家长志愿者
的指导下，学习简单的家政劳动
和工艺品制作，如整理、洗刷、
烹饪、种植养殖等，提高学生的
生活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

10.户外活动。参与登山、徒
步、野餐露营、摄影写生等活
动。强身健体，感受大自然的美
好。

11. 其他。除以上内容外一
切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活动内容。

镇海区教育局表示，在小学
探索建立课外“学伴小组”，旨
在让周末不参加培训班的小学
生有“团队”有“归属”，增强社
会性交往，留下童年美好记忆。
学伴小组活动要抓住两个关键
点：一是理念引领。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五育”
并举。二是全员育人。由校内辐
射到家庭、社会，邀请教师、家

长、退休教师、社区志愿者、社
会上的爱心人士等进行辅导和
管理。从自主策划、小组实施、
多元反馈三个环节形成学生活
动的闭环逻辑。

目前，镇海区 19所小学已
成立学伴小组460余个，参与学
生15000余名，已实现小学高年
段全覆盖。9月以来，已有3万余
人次参与学伴小组活动。

给出学伴小组活动十大建议

已有1.5万余名学生参加学伴小组

车轮上的托管课堂
北仑这所学校
用好校车上的40分钟

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
者 李臻 通讯员 钱大彤 李欣玫）“司
机叔叔，快把广播打开吧！我们要上
课啦！”

11 月 9 日下午，听着同学们的
“呼声”，校车司机龚师傅熟练地打开
了广播，伴随着熟悉的前奏音乐，同
学们稳坐在座位上，开始津津有味地
上起了校车上的托管课。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是北仑区
唯一一所12年一贯制学校，既有寄宿
生也有走读生，如何做好两者的课后
服务？学校创新性地采用了住宿生晚
自修托管和走读生的校车托管相结
合的方式。利用学生上下学在校车上
的时间，在车厢内开设了“长鼻子校
车广播”，精选出学生喜闻乐见的话
题、知识进行每日放送。这个“在车轮
上的行走课堂”不但提高了学生搭乘
校车的体验，也最大程度地用好了学
生们上下学的“10公里”。

每天下午四点，放学的铃声刚刚
响起，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背上书
包，奔向校车。“今天广播课堂里放送
的故事是我们班的同学讲的呢！”4年
级小邢同学的家位于北仑区新碶街
道，以前，坐校车回家需要30多分钟，
在车上看书、写作业容易晕车，“许多
时间都浪费了！”小邢说，“有了长鼻
子校车广播后，我们的回家路不再枯
燥了！同学们都说，这节在校车上的
课比平时听得还认真！”

据悉，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的
“长鼻子校车”是每天陪同学们上下
学的好伙伴。“双减”政策实施后，学
校努力将校车打造为“行走的课堂”，
定时播放师生录制的“微课程”“校园
新闻”“教师寄语”等内容。

“现在，车轮上的托管课堂已经成
为了展示学校的教学成果，培养和锻
炼学生的朗读、讲述能力的平台，受
到了师生们的广泛欢迎。”校长刘飞
耀介绍，“这是学校的一次新尝试，把
校车上的40 分钟用好用活，既提高
了学生搭乘校车的体验，也使孩子们
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教育。”

同学们在校车上托管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