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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 后 服 务 基 本 实 现 全 覆
盖。各地各校‘一校一案’制订了
课后服务方案，普遍开展了课后
服务，基本实现了‘5+2’全覆盖。
有 91.7%的教师参与提供了课后
服务，自愿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
比例提高到目前的 91.9%。”2021
年底，教育部发布的一系列课后
服务数据让人看到了各地为推
动“双减”工作所做出的努力。

寒假到来，学校课后托管
班再次成为不少家庭的选择。
课后服务如何从“常态化”走向

“高质量”，备受瞩目。比如说，
课 后 服 务 如 何 做 到 让 孩 子 喜
欢，让家长放心，让老师舒心，
如何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更多
可能，如何满足不同学段、不同

层次学生兴趣，如何解决师资
短缺，为学生解决专业化服务，
这些都是摆在学校面前的一道
道必答题。

对于课后服务，在课程设
计上要用心用情，这有别于课
外培训班，由此才能增加服务
的吸引力，让孩子愿意参加，有
所收获，满足不同兴趣爱好。同
时还要从扩大普惠资源供给方
面入手，如解决好服务人员和经
费来源问题，这需要积极探索校
内、校外人员共同参与的多元教
育服务供给，而这一切都有赖
于创新。

其实，课后托管服务，并非
“托”和“管”的简单相加，而是要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在假期教育

中的作用。一方面，要坚持公益
普惠原则，探索长效机制。另一
方面，如假期托管，是给父母“减
负”，而不是给亲子教育做“减
法”。家长更要担负起监护养育
的责任，抽出时间陪伴孩子，增
进亲子关系。

由官方主导的假期课后服
务，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无论
从组织到实施再到效果等，都需
要进一步探索，还有不少问题有
待解决。假期仍由学校承担教育
主体责任，夯实学校教育的主阵
地地位，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应有之举。由此，及时总结经验，
让课后服务由“常态化”走向“高
质量”，才能使“双减”更见成效。

刘天放

小学低年段从纸质考试过
渡到“无纸化”考试，是一次意义
深远的考试改革。它关乎理念的
提升、内容的重置、手段的更新，
以更符合这个年龄段孩子的心
性，从根本上落实“双减”精神。

怎样在小学一二年级推行
“游考”，早在 15 年前，宁波太古
小学就开始尝试。据当时报道：
太古小学把考场布置成了8个乐
园，一年级小朋友可以带着父母
一起闯关。现场有剪纸、拼图、计
算等，涉及了语文、数学、音乐、
美术、体育、品德与生活等6类科
目，其中还包括特长展示。

“游考”作为期末考是否合
适？家长的担忧，成为改革面前
一道墙。

对于怀有起跑线焦虑情结
的家长而言，期末考试不安排纸
质考试，只是让学生在玩耍中接
受学业成绩的检测，不免担心这
能真实反映一学期来的学习所
得吗？

家长的态度可以理解，但不
完全正确。一二年级是小学生从
幼儿园进入小学，是一个从游戏

习得到正式开启文化知识学习
的过渡时期，无论是生理还是心
理都没做好准备，所以这个年段
的教学内容和方式都不能跨度太
大，需要有一个缓冲过程。何况，

“游考”并非纯粹是玩玩，图个乐
子，而是通过“游园”“闯关”等寓
教于乐的模式，全面检测学生阶
段性所学的综合能力情况，包括
学科知识、体艺素养、劳动技能
等，更重要的是，“游考”还能体现
和尊重学生能力和个性差异，提
高他们的学习自信心和积极性。

所以说，在小学一二年级实
施“游考”（也叫“乐考”）不仅应
该，而且必须。

教育部基础教育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教育部中考命题改革
专家组副组长张卓玉在海南省
教育学会 2021 年度学术年会上
透露，根据“双减”精神，教育部
正在紧锣密鼓修订义务教育课
程标准，根据新课标修改，2022
年小学初中的教材都要使用新
课标背景下的新教材。

在谈到如何把握新课标的
关键内容、价值追求时，他说，要

掌握四大关键概念，即大观念、
大任务、真实性、实践性。在论及
真实性时，他强调，真实性是未
来很长一段时期里教育教学改
革的基本要求。怎么达到这一要
求，他说，要增加学习内容与学
习过程的情境性。有情境化考试
的原因就是情境化学习。学生的
学习是基于情境的学习，学生的
学习也是为了解决境况，为解决
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学。

张卓玉释放出一个很重要
的信号，修订后的新课标会十分
注重情境化学习和情境化考试，
两者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改变目
前的只注重书本知识传授和考
查的单一模式，逐步推广情境化
学习和考试。而宁波一些小学正
在试行的“游考”顺应了即将出
台的新课标要求，也就是时代赋
予教育的新使命，所以，我们不
但要把小学一二年级的“游考”
改革进行到底，而且要把其精神
和经验逐步渗透到其他学龄段，
真正把义务段学生的学业负担
和考试负担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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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阻力，将“游考”改革进行到底

又到了期末，班主任最近都忙着
给班里的孩子撰写评语，不少“走心”
又有创意的期末评语纷纷涌现出来。
宁波市杭州湾新区滨海小学二（6）班
的王盛钞老师就用一段段精美的文
言文，为他班级里43位学生量身定做
了期末评语，惊艳了师生和家长，也
俘获了孩子们的“芳心”。

（1月18日《现代金报》）

作为一种评价机制，期末评语的
初衷在于通过班主任对学生们一个
学期的表现进行点评，让每个学生更
加清晰地发现和认识自己，进行清醒
地自我调适，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它犹如一面镜子，既看到学生的长处
和进步，也看到学生存在的短板与不
足；通过期末评语，班主任和学生、家
长进行了一场无声的符号互动，有助
于激励和鞭策孩子们“更上一层楼”。

期末评语作为一项“规定动作”，
其品质和成色，离不开教师们发自心
底的价值认同。文言文也好，诗歌也
罢，只要坚持关爱学生、点燃学生“希
望之灯”的精神内核，期末评语的表
达载体可以丰富多彩。说到底，班主
任并非一个同质性的整体，有的人有
比较好的文学功底，通过诗歌、文言
文呈现出来，这并非炫技，而是通过
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提升表达效
率。另类的期末评语犹如“不一样的
烟火”，不仅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也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说
到了孩子们的心坎上。

在眼球效应时代，“文言文期末
评语”用精美的文字吸引了学生的眼
球；细细品读，孩子们才会发现班主
任的用心良苦。而正是因为饱含对学
生们的爱，一些优秀的老师才会不吝
时间和精力地投入；原本枯燥乏味的
工作，变得有滋有味起来；原本生硬
冰冷的语言文字，也被注入了情感和
温度。

总结来说，“文言文期末评估”之
所以打动人心，不在于期末评语的文
学价值有多么高，而在于教书育人的
厚重情怀。那些潜心教书、全心育人
的“好老师”，自然不会放弃期末评语
这样一个育人契机。只要用心用情，
期末评语即使不用诗歌、文言文等新
颖的表达形式，也同样可以起到育人
的功能。

正如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言，“教
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
火”。用期末评语来点燃希望的火把，
饱含老师们的善意与温情。

杨朝清

文言文评语
用心点燃
“希望的火把”

及时总结经验
让课后服务更加“高质量”

“双减”后的首次期末游考考什
么？怎么考？宁波宁海县华山小学、
高新区实验学校一年级、鄞州区钟
公庙中心小学等小学都一改此前的
纸质考试，而改为“无纸化”考试，学
生大呼过瘾。

（1月18日《现代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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