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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千万里，孩子们吃到了
自己认种的苹果，内心喜悦自不
待言。要知道，认种的钱都是来
自孩子的零花钱、压岁钱，全班
44 个孩子全部参与，以班级名义
认种了一片苹果独享林。

孩子们喜滋滋吃着苹果，心
里想的却是苹果以外的事。他们
想到了那片苹果独享林如何抵
挡 北 疆 的 沙 尘 ，想 到 了 他 们 献
出的小小爱心如何起到了扶贫
助 农 的 大 作 用 ，想 到 了 当 他 们
把“特别甜”的苹果送到老师、
食堂师傅和门卫以及特殊儿童
手 上 的 那 份 自 豪 和 满 足 ，不 知
不 觉 间 就 接 受 了 一 次 生 动 、有
效的育人教育。从中，既培养了
孩 子 的 环 保 意 识 ，明 白 了 扶 贫
助 农 的 重 大 意 义 ，也 收 获 了 分
享爱心的快乐。

如何对小学生进行育人教
育？各地学校和班主任教师都有
自己的一套，但多是结合德育教
材在课堂内完成，说理说教的多，
参与实践的少，因而育人效果并

不显著。小学思政课，因此很难找
到行之有效的提升质量的办法。

思政课包括其他育人方式需
要创新突破，不能局限于课内灌
输，照本宣科，而是要拓展授课
范围，树立大德育理念，充分调
动家庭、社区等社会资源，把德
育课上活、上得丰富多彩。就像
江北外国语学校 307 班那样，将
视野聚焦于山海协作，从发动孩
子认种一片苹果独享林的小角度
切入，再融入环保、扶贫、公益、爱

心等育人元素，巧妙地完成了一
次成功的育人教育。

最后，请让我引用307班的毛
玥心同学的感慨作结：“听说这些
树木能帮助当地人抵御沙尘暴，
改善脆弱生态环境，为当地农户
带来丰收！既做公益，又能改善生
态环境，还能吃到好吃的苹果，太
有意思了。”一名普通的小学生也
能像大人一样给社会做出贡献。
这就是育人者所要的教育效果。

陌上青

今日金评

本埠声音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

jinbaopinlunjinbaopinlun20122012@@126126.com.com

▲▲▲▲▲

教师来信

阅读作业作品化
好在哪？

一年级小学生的阅读作业是怎么
样的？你见过花花绿绿的书签、树叶
画、自制绘本也是阅读作业吗？这学期
开始，象山县实验小学一年级组的语
文教师们开展了“阅读作业作品化”的
实践探究，希望通过作业激发学生想
象力，加深他们对阅读内容的理解，而
不囿于传统阅读理解的题目中。

（12月13日《现代金报》）

阅读作业是阅读教学的必要延
伸，在起始年级备受重视，但始终又是
起始年级语文教学的短板。象山县实
验小学阅读作业作品化，突破了传统
作业的管理局限，遵循了作业新规的
管理思想，适应了学生发展的最大需
要，益处良多。

首先，突破了传统作业的管理局限。
限于一年级学生识字量不多，以

往的阅读作业形式比较单一，不外乎
拼一拼、读一读、圈一圈等，要求难以
明确、过程难以跟踪、成果难以呈现，
不便学生把握完成，也不便教师检查
批改，影响了管理效率，拉低了作业质
量。阅读作业作品化，不但能有效解决
这些问题，而且有利于教师准确了解
学生的阅读感受和阅读关注点，发现
优化教学策略的根据、方向。比如，安
排制作书签，学生一听要求或一看示
范就知道要完成什么样的作业，教师
也一看就知道学生是否完成，质量怎
样，最感兴趣、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哪
些，还需采取什么策略教学。

再次，遵循了作业新规的管理思想。
《浙江省小学语文学科作业设计

与实施指导意见》总体要求指出“作业
要体现素养立意，促进知识巩固，启迪
思维，使学生产生学习兴趣与自信
心”。这意味着，“双减”背景下的作业
要求，是需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目
的、不拘作业形式、鼓励跨学科来设
计、布置的。完成作品化阅读作业，需
要学生置入情景、深入角色，对文本内
容进行个性化解读、对想绘的人物角
色进行“二次创造”，具有很强的引导
力，是弹性的、创新的、带综合性的，完
全符合作业新规的管理思想。

其次，适应了学生发展的最大需要。
阅读能力是形成多种学习能力的

基础，阅读兴趣是最该培养的学习兴
趣。在作业作品化的驱动下，学生有的
种植了大蒜，就把大蒜的生长过程画
下来制成绘本；有的怀有探究宇宙的
美好梦想，就以机器人认真学习为内
容制作书签；有的擅长表演，就把喜欢
的书录一个阅读视频推荐给同学……
这些作业与课本内容看似脱节，但尊
重了学生的个性特点，能促进学生的
个性发展，也是相当成功的。

张小军

认种苹果树
一堂创新育人课

“今天终于收获我们的苹
果了，整整100箱！”近日，宁波
市江北外国语学校307班的孩
子们欢喜雀跃，奔走在校园
里，接收一份期待已久的爱心
回馈礼物——来自新疆阿克苏
的冰糖心苹果。原来这一箱箱
苹果都是从孩子们认种的苹果
树上采摘下来的。

（12月13日《现代金报》）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等十二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
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住家
教师、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
等问题排查整治。

（本报今日A03版）

“双减”靴子落地之时，就有
人 担 心 学 科 类 培 训 会 转 入“ 地
下”，换个“马甲”逃避监管。当
时，教育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
对于学科类培训可能转入地下
或者家庭来开展这种违规的学
科类培训，教育部已经着手研究
制定具体的指导意见。随后，教
育部发布了《关于坚决查处变相
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
的通知》，明确对于隐形变相学
科类校外培训形态，“一经发现，
坚决查处”。

“双减”是关乎孩子健康成长
乃至国家民族未来的大事，“住家
教师”“家政服务”“众筹私教”等

隐形变异的学科培训，无疑会严
重干扰“双减”政策执行，给改革
推进造成阻碍。尤其是让那些本
来心存疑虑的家长，滋生新的教
育焦虑，必须露头就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基
于对学科培训问题复杂性的深
刻认识，《意见》并没有奢望毕其
功于一役，而是从长计议，规划
了 一 份 路 线 图 ，致 力 于 健 全 机
制：到 2023 年 6 月，各地学科类
隐形变异培训问题预防机制、发
现机制、查处机制基本建立，部
门和地区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
得以完善，隐形变异违规培训态
势 得 到 较 好 控 制 。到 2024 年 6
月，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
理的长效机制得到健全，治理工
作态势持续向好，隐形变异培训
得以全面清除，有力确保“双减”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
培训不能轻纵，健全机制令其无
处遁形，但也需要理性看待，疏

堵结合。
简而言之，校外培训的虚火

之所以一直难以有效降下来，其
客观存在的“刚需”不容忽视。如
果应试指挥棒得不到有效扭转，
在以分数论“英雄”的导向下，各
种变通之法便可能会层出不穷。

正因如此，“双减”出台之时
就指出必须充分发挥学校主阵
地作用，坚持应教尽教，着力提
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水平和课
后服务水平，让学生学习更好地
回归校园。校内“吃饱”“吃好”
了，节假日有了去处，家长安心
了，隐形变异的学科培训自然也
就不复存在了。

“双减”是一项系统工程，在
落实推进过程中难免会遭遇各种
问题。只要能真正发挥学校主阵
地的作用，完善家、校、社协同机
制，在加强课后服务、减轻考试压
力、完善质量评价、营造良好生态
等方面全链条推进，就一定能落
到实处。 胡欣红

联手严打隐形培训，深化“双减”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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