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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作业负担重，不仅仅
表现在作业量多上，有不少孩子，
完成作业的时间，都已经超过了他
们应该休息的时间；也同样表现在
作业的机械式、重复性上，孩子们
对完成作业的兴趣不大。如果孩子
们能够在作业中获得多方面的发
展，智力的和非智力的，全面的而
非单纯的某一学科的，充满创造的
而非枯燥乏味的，他们对作业是主
动的而非被动的，这样的作业即使
负担重一些，对于他们来说，也是
有意义而乐于探究的。“作业展厅”
的探索，其意义也就在于此。

作业活化，其实就是知识活化。
人类的知识，是生产生活实践经验
的概括提炼，知识活化的意义就是
把其还原于适当的场景中。在场景

中完成作业，既体现了知识的价
值，又可以体会到运用知识的快
乐。知识活化，知易行难。这样的场
景设计，是需要耐心、精心和细心
的，对于教师是很大的考验。

作业即作品，其实是活动化课
程，即在一项活动中，融入不同学
科的知识。比如“制作年历”作业，
让学生在制作的过程中发现年、
月、日和星期之间的秘密，体验年
历制作的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所体
现出的知识运用能力、非智力品
质，都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作业
即作品，这需要各学科老师的通力
合作，要在一项作业中，能够达成
多个练习、巩固多个学科的目标。

从作业走向作品，让孩子从“作
业是负担”转变成“作业是成果”，

对于孩子们来说，能激活他们的探
究性，调动他们完成作业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专注地完成作品。在作
品完成的时候，学生会有很大的成
就感，过程中的坎坷同样也能让他
们受益。对于作品被收藏的孩子来
说，这将是美好的回忆。

作业即作品，对于教师是更多的
挑战，这种挑战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知
识结构，也挑战不同学科教师之间的
沟通和通力协作，更在倒逼教师提升
作业设计水平。

“作业展厅”是一种可贵的教育
探索，是作业评价改革的一种有益
尝试。作业展厅，从广度和深度上，
从展品的收藏上，都可以进一步探
索。

关育兵（教师）

“作业展厅”是作业评价改革的有益尝试

在一个盛行“以貌取人”的社会
中，“精致的养猪女孩”通过身份、
职业、角色扮演的鲜明反差，迅速
成为公众注意力焦点。这边厢，准
入门槛不高的养殖行业，吸引了接
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引发一些
人关于“脑体倒挂”“大材小用”的
惯性联想；那边厢，养殖行业看上
去不够体面、光鲜，却存在着高颜
值的“精致的养猪女孩”，不走寻常
路难免会引发“七嘴八舌”。

在许多人刻板印象中，养猪不
需要专业知识和技能。殊不知，规
模化、产业化养殖不仅需要精准对
接 市 场 ，也 需 要“ 专 业 人 做 专 业
事”。毕业于农业院校动物检疫专
业的“精致的养猪女孩”，不仅做到
了学以致用，也找到了契合自身的

价值实现渠道。
急剧的社会变迁，让许多青年

人的择业观和成才观也在转变与
重塑。“精致的养猪女孩”没有被世
俗观念遮蔽双眼，而是用脚踏实地
的方式书写精彩人生。接受过
高 等 教 育 并 不 是 所 谓 体
面、光鲜工作的敲门砖，
而是赋予人们以视野的
开阔、能力的培养、素质
的提升和情怀的熏陶。
学校从不束缚你前行的
方向，但却给你提供只要
足够努力就可以改变现状
的 基 础 与 可 能 。即 使 是 养
猪，大学生也可以与众不同、
出类拔萃；即使工作看上去不
够风光，大学生也可以精致地

生活。
卖油条也好，当快递小哥也罢，

大学毕业生没必要因学历束缚职业
选择。一方面，学历为职业选择提
供基础，却不是职业选择的指挥

棒；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生活方式，差异化、个

性化应得到更多的包容和
体谅。“精致的养猪女孩”
不仅从事了一个有前景
的职业，也尊重自己的
内心活得丰富精彩，这就
是对职业和过往所学最大
的尊重。

杨朝清

热点追评

“精致的养猪女孩”
是对过往所学最大的尊重

置身养猪场，整天与一群白白胖胖的猪朝夕相处，湖南长沙24岁女孩孙卓火了。高颜值、大学毕
业、养猪、年入10万，凭借这些标签和反差感，孙卓迅速圈粉。面对讨论和评价，这位精致的“养猪女孩”
表示，“我会继续做好本职工作，并为大家分享有趣的养猪日常，希望能让更多人对养殖业产生好感。”

（3月15日《三湘都市报》）

漫画：严勇杰

需要在“不强制”
与“科学”之间
找到平衡点

3月 13日，教育部、国家卫生
健康委、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
发布《关于印发高等学校、中小学
校和托幼机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防控技术方案（第七版）的通知》，
通知明确，高校、中小学、幼托机构
开学后，在校期间不强制要求佩戴
口罩，可根据个人健康状况和意愿
选择是否戴口罩。

（3月14日中国新闻网）

自防疫政策调整为“乙类乙
管”后，临近开学之际，学生、家长
和老师都在关心校园防疫措施会
怎么调整，譬如口罩要不要佩戴的
问题，就让校方很纠结。现在好了，
上述通知对此给出了明确答复。

在病毒致病力逐渐下降、疫情
大面积流行已经不再的当下，整天
戴着口罩上课，反复呼吸着自己排
出的二氧化碳，对身体明显不利，
这是有科学依据的。何况，学生生
性好动，还要上体育课和参加课外
体育活动，戴着口罩运动多不方
便。学校总不能因为维护口罩禁令
停上体育课、叫停课外活动吧？

所以说，通知明确不强制佩戴
口罩是对的。通知精神不仅符合当
前的防疫实际，而且凸显了决策者
对师生权利的尊重。说到底，戴不
戴口罩是个人的权利，为了服从防
疫大局，个人才愿意让渡这部分权
利，自觉佩戴口罩。由此衍生出的
一个问题是，既然不要求强制佩戴
口罩了，是不是就可以一概不戴了
呢？不是的，通知明确，区分场景、
人群和疫情情况科学佩戴口罩。如
学校发现新冠病毒感染者，该感染
者所在班级学生、与该感染者密切
接触的师生员工应连续5天佩戴口
罩，做好健康监测；提倡其他班级
学生、老师佩戴口罩。

因此学校在执行上述新规时
一定要规避一刀切的行政手段，千
万不能因为图省事像从前那样，动
辄来个一刀切。首先要准确理解

“不强制佩戴口罩”的通知精神，其
次是要找到“不强制佩戴口罩”与

“科学佩戴口罩”间的平衡点，这需
要学校领导保持清醒头脑，因时因
势做出理性判断。譬如，现在正是
甲流流行季节，天津、上海等地中
小学都有因甲流传染停课的消息
传出。近日宁波、金华等城市也出
现了个别学校班级因出现甲流而
停课的现象。可见，现在还不到全
面解除口罩禁令的时候。

我的理解是，从维护广大师生
健康出发，口罩能不戴就尽量不
戴，要戴的时候（如校内出现新冠
病毒感染者或复阳病例或甲流开
始流行时）必须戴。 王学进

在慈溪市第二实验小学，作业不仅仅是作业，也是学生的“作品”，基于此理念，学校开设“作业
展厅”，有优秀作业展示，有项目化作业的成果，甚至还有现场才艺展示。 （本报今日A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