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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今日金评

▲▲▲▲▲一年一度的寒假已悄然来临，
今年的寒假与往年大不一样。随着

“双减”政策的持续推进，各类名目
繁多的校外培训机构转型的转型，
关门的关门，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闹
猛，少有学生光顾。

长达二十来天的假期，学生不
去培训班，还能去哪里？难道一天
到晚宅在家里，除了做寒假作业，
就是看电视、玩手机或电脑吗？这
样的选择不但学生不喜欢，家长也
反对。

该选择怎样一种有意义的寒
假生活？答案是：社会实践活动。

“双减”之后的第一个寒假，社
会实践活动成了广大学生和家长
的首选。有些报名非常火爆，刚开
始报名，名额就被秒抢一光，有些
孩子甚至参加了三五次。

这是好消息。我要告诉孩子
们，你们的选择是对的。社会实践
活动是学校教育的延伸，但又不同
于课堂教学，它是“行走的课堂”，
学生在观赏祖国的大好河山和诸
多人文历史古迹中，开阔眼界，增

长知识，厚植家国情怀，从而提高
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素质教
育，应该大力提倡。

笔者乐见社会实践活动蔚然
成风，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走出学
校，走入生活。有更多的家长支持
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要把让孩子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这桩好事办好，还需注意四个

“性”：
一是安全性。在做好疫情防控

措施的同时，尤其要加强交通安全
保障。学校、媒体委托开展研学旅
行，要与有资质、信誉好的委托企
业或机构（包括交通运输部门和旅
行社）签订协议书，明确委托企业
或机构承担学生研学旅行安全责
任，落实安全保障措施，确保学生
安全。

二是知识性。社会实践活动，
就是以实践活动的方式，将日常
所学融会贯通，在玩中学，在玩中
研。它不能是随机的、无目的性的
活动，组织方要预先做足功课。譬

如摸清本地的山水资源和历史遗
踪，以及可以借助的社会力量（包
括熟悉当地掌故的乡贤和文史工
作者等）；再譬如学校可结合校本
课程，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统筹
考虑，促进社会实践和学校课程有
机融合。

三是实践性。社会实践活动的
目的之一是培养孩子的实践能力，
包括动手能力、生活能力、探究能
力等，因此要把学校正在开展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结合起来，因地制
宜，让学生在跋山涉水、了解乡风
民俗和参与日常生活中增长知识、
开阔视野、了解社会，全面提升实
践能力。

四是公益性。不能把社会实践
活动办成变相的旨在赢利的培训
活动，除了适当收取活动所需的成
本费外，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
经营性创收。对贫困家庭学生要酌
情减免费用。交通运输部门、旅游
景点可以对社会实践活动实施优
惠政策，如减半收费等。

王学进

变革中的
变与不变

小年已过，各地中小学生都已
经进入了寒假生活。除了享受一份
假期特有的轻松与惬意之外，笔者
还在为这段时间所发生的“变化”
而感动。

笔者所在学校的马老师将班
级里每一位学生的姓名和品行表
现融入到词作中，不管是《清平乐》
还是《如梦令》，都透露这位老师对
学生的关注、关爱和期待。这样一
份学生评语的送出，不但是对学生
一个阶段学习情况的小结，更展现
了教师的教育姿态，拉近家校关
系。笔者更看重其中的一个细节。
这样的评语，除了一般老师无法企
及的才情之外，还有她关切学生整
体发展的“成长心语”。

“双减”政策落地后的第一期
末，我们看到很多老师“别出心裁”
地通过文言文、学期一图等形式呈
现学生的阶段性发展成果。弱化对
成绩分数的关注，强化性格、能力
成长的肯定和激励。这样的“变”是
喜人的，也必定是有长久的生命力
的，因为教育让学生获得成长的成
就感和更多的可能性，这个目标是

“不变”的。
无独有偶，我们看到不光是评

价的语言在变，评价的方式也在继
续变化。

小学低段通过“跑课”的形式
进行期末检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
事了，但是今年通过趣味闯关、在
活动中通过游艺积分的形式画上
美丽的学期句号的学校越来越多，
形式也越来越丰富。我们在这些活
动中看到，这不是简单地让孩子

“嗨”一把，而是更加关注孩子综合
能力的提升，将原有简单的、单人
的汇报变成了项目化学习、小组式
合作汇报的形式，更注重学生合作
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表达能力等方
面的综合培养。通过体验式、情景
化、游戏化多种方式，让学生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巩固、检验习得
的知识和技能。除了期末测评形式
的变化，寒假生活的考评也在变
化，比如开展家庭厨艺大赛、展现

“一人一艺”、学习短视频制作、“教
育之江”推出的 1-9 年级“家庭劳
动清单及评价”图册。评价方式的
变化，必将带来教育过程及内容的
变化。从这个小小“跑课”来窥豹，
我们有信心看到更大的变革正在
向我们“跑来”。

在 2022 年，教育形态的变革必
将走向深层，评价方式的变化还
将“推陈出新”或“标新立异”。不
管如何变化，它都应该坚持服务
于学习者的习得成果检测，支撑
他走得更远、更敞亮。
王建垂（宁波东海实验学校校长）

近几年，一些学校的花样奖励多
起来。有的奖励学生青菜，有的奖励猪
蹄、猪肉，甚至还有学校优秀学生每人
奖励一头小猪。1月21日，浙江金华的
一名 8 岁男孩期末被评为三好学生，
学校奖励了一根近3米长的甘蔗和一
块五花肉，这事儿还上了热搜。

有网友表示，这样可以让家人分
享自己在学校取得的成果，学生更自
豪。也有网友表示，难道传统的奖状
就不能与家人分享？这是“为赋新词
强说愁”。还有网友说，每个取得进步
的学生都应受到奖励，为何只能是优
秀学生？

奖励奖励，重在以奖鼓励，奖只
是形式，励志才是目的，达到鼓励的
目的才是创新的目标。对中小学生
的奖励，完全可以创新，这就需要学
校在创新奖励方式上，改进结果评
价，强化过程评价，老师用心梳理出
每个学生一个学期的闪光点，德智
体美劳每一个方面有进步的，都应
该给予奖励。

总之，奖励代表着对学生的评价，
在创新上，必须以导向功能、诊断功能
和矫治功能为指针，使奖励更多体现
出过程评价、形成评价、发展评价和
增值评价，这样才能更好激发学生内
驱力。 丁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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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生活的
“正确打开方式”

今日金评百姓话语

怎样的奖励才更有效

今日金评校长来信

1月20日下午放学前，宁海县力洋镇前横小学给每
位优秀学生奖励了一只鸡。这些鸡是该校学生自己养大
的，一直生活在学校的阳光农场里。

（1月25日《现代金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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