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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红色书籍、打太平鼓、在村广
场踢足球、做家务……这是今年寒假，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王官营中心校下
辖王官营小学二年级学生陈忠俊每天的
特色作业。与以往不同，这个假期里，
他既没赶往十多里外的城里上辅导班，
也没有太多书面作业。

“之前还有些顾虑，想着孩子书面作
业少了，每天会不会抱着手机玩或者看电
视，但学校提前把这些考虑到了，老师根
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布置了假期作业，孩子
的假期生活不仅接地气，还有烟火气，增
加了生活乐趣。”陈忠俊的妈妈说。

同样，没有各类辅导班和繁重作业的
烦恼，陶家沟小学三年级学生宋红文一头
扎进了自己的音乐世界：“我是学校特色
非洲鼓、中国鼓兴趣小组的一员，每天下
午，我都会把打鼓技巧练一遍，还借阅了
有关书籍，通过阅读和观赏，拓展对鼓文
化的了解，提升自己的打鼓水平。”

“双减”背景下，如何让农村孩子们
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寒假？王官营中心校
视导员王安红介绍，早在放寒假前，学
校就结合前期各校开发的兰州太平鼓、
狮子舞、剪纸、传统武术、木片画等25
个特色课程，提前谋划、精心设置了丰富

多彩的假期作业，特别是针对特
色课程推荐了阅读书单，让书香
和兴趣爱好浸润年味。

每到过年，兰州城乡都会打太平鼓
庆贺佳节。2006年，兰州太平鼓被列入
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也
是王官营小学的特色课程之一。如今，
该校每周都有一节兰州太平鼓传习课，
定期邀请专家学者和民间艺人走进课
堂，还将这些传统艺术改编成适合小学
生学习传承的表演形式。

“太平鼓里载着浓浓乡愁，鼓声响
起，兰州人的乡土情结就会被唤醒，希
望孩子们增进对乡土文化的了解，让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王官营中心校
校长朱润东说，“我们依托各校的特色课
程，分层设置了多样且有趣的寒假作
业，引导孩子们在假期里学习更多知
识、完善自我心智、提高动手能力，找
到快乐、自信和成长的方向。”

甘肃兰州·农村娃娃

太平鼓敲响中国年
本报记者 尹晓军

28天的假期，“充电”学习的时间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这是四川省成都市龙江路小学美术教师刘颖的寒假生活状
态。

初春的川南群山，雾气氤氲。2月10日，是刘颖跟随
水彩画家杜拙学习水彩写生的第5天。吃过早饭，她和一起
参加研修的教师们快步登上泸州市合江县凤凰山，来到古刹
法王寺后的碑林，开始一天的写生训练。

“搜尽奇峰打草稿”，在大自然中汲取灵感，于大场景中
概括小景，对一个画家的成长至关重要。寒风袭人，大家一
边搓手跺脚，一边极尽目力搜寻可以入画的景致。

“你们看，这边怎么样？”杜拙指着一片乱树杂草丛生的
小水塘说。“乱糟糟的，怎么能行？”大家对选景充满疑问。

“万物有灵且美，杂乱的风景中也散发着生命力。”杜拙
拿起画笔，简单勾出轮廓后，用大排刷铺出灰濛的天空，树
丛、石块、水塘次第从笔端跃出。衰草枯杨变得灵动跳跃，
浓雾之下的一汪池水，被赋予微妙的节奏感，展现出悠远的
意境。

刘颖豁然开朗。今年是她从教的第20个年头，从迷
茫、执着到顿悟、蜕变，从全国赛课一等奖获得者到成长为
教学骨干、帮助更多教师成长，刘颖的专业水平和教学技能
不断进步。同时，思维的固化也在暗滋潜长。

“只有敢于打破自我，重塑自我，才会不断提升。”刘颖
感慨，发现平常事物中的绝美景致，与发现学生的优秀品
质、闪光点，不是同一道理吗？绘画时不单纯模仿对象，还
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思路和手法，不正是因时、因地、因材
施教吗？

“美术创作与育人的规律有相通之处，我们要不停地去
琢磨、触摸这个‘道’。”这些年，刘颖和她所在的教师团
队，一直在探寻美术教育的规律，不停思考“我们为学生提
供怎样的教育，学生又能从中收获什么”。

“双减”政策实施之后，社会各界对艺术教育更加重
视。“社会期望越高，压力越大。”刘颖说，现在的感觉是

“如履薄冰”与“期待欣喜”并存，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提
升自我的审美情趣、专业技能、教学理念。

这个寒假，刘颖比以往更加忙碌，除了参加研修，此
前，她还与同事“共读一本书”，画国画、练书法，相互切
磋、提升专业技能，“用学习迎接春天”。

白天示范、练习，晚上讨论、点评，研修生活紧
张而充实。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山中一间小屋通

明。晚上点评结束后，刘颖和教师们继续调整
画面，因为房间灯光亮度不够，他们便举着小
台灯和手机补光，不知不觉，已近凌晨。

四川成都·美术教师

重塑自我迎接春天
本报记者 鲁磊

“这个寒假，真的变了！”2月12日，是
湖南长沙春季开学报到的日子，岳麓区西
雅博才小学数学青年教师王正辉谈起刚
刚结束的“双减”后首个寒假，深有感触。

从这个寒假开始，让她花心思的不
再是布置了多少道书面作业题，而是怎
样让数学融入生活。

作为学校的数学学科带头人，学校
寒假数学作业整体设计的任务自然就落
到了王正辉的头上，为此，她召集学校
数学组的骨干教师研讨，冥思苦想，终
于有了眉目。

西雅博才小学今年寒假的主题是让
孩子们跟爸爸妈妈一起准备年夜饭，这里
面可以提出不少数学问题：一顿年夜饭大
约需要多少钱？能否设计一份营养均衡
的菜单？寒假期间食材物价有什么变

化？准备一顿年夜饭的工序能否
进 行 优 化 ，尽 可 能 地 节 约 时
间？……这些不都是生活中的数

学吗？根据问题的难易程度分配到各个
年级，就这样，寒假作业出炉了。

此外，由于数学游戏是西雅博才小学
的特色课程，教师还动员孩子们寒假把在
学校玩过的数学游戏带回家，跟家长或者
邻家的小伙伴一起玩耍。“这些游戏太让
人着迷了！”很多家长惊喜地告诉王正辉。

让她更开心的是，大部分家长的焦
虑少了。“以前寒假家长们会不停地追
问孩子情况，少了一两分就问怎么又退
步啦。今年寒假家长们不那么焦虑
了。”她告诉记者，学校第一时
间向家长传达了“双减”政策，
多数家长表示理解与支持，等级
评价实施后，家长和孩子不会因
为毫厘之差苦恼不已，这个寒假
的幸福值更高了。

不过，仍然有一些家长不放
心，以往他们能通过孩子试卷的
照片，及时了解孩子的错题情况，

现在不行了。遇到个别家长要求公布成
绩和试卷，王正辉总是耐心解释：“孩子拿
了优，说明答题情况整体是很不错的，有
时一不小心会犯些小错误，这是很正常
的。您放心，如果孩子的学习出了问题，
我们一定会主动跟您联系的。”

寒假以来，王正辉的朋友圈几乎被
“双减”刷屏。她发现，身边的同事在变，
孩子们的作业在变，大部分家长的观念在
变，开学前的朋友圈再也看不到家长发孩
子们补寒假作业的画面了。

“双减”减负不减质，寒假也给了王正
辉反思的时间：“‘双减’之下，我们更需要
关注学科的本质，抓住学科真正的核心，
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湖南长沙·青年教师

焦虑少了幸福多了
本报记者 阳锡叶

①寒假期间，放假
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②春节期间，两名

小朋友在安徽省淮北市
图书馆读书。

新华社发（万善朝 摄）

新春走基层新春走基层

春节刚过，正值春耕备耕的关键
期。近日，安徽省阜阳市程集镇王湾小
学的家长群掀起了一阵“晒春耕”的热
潮。原来，早在寒假伊始，学校就给孩
子们布置了这项“春耕作业”。在一年级
学生谭馨语的爸爸谭雪晴看来，这份寒
假作业他已经等得太久了。

“现在的孩子多待在屋里，哪像我们
小时候成天大汗淋漓地跑在田地里。”想
起女儿曾问过“五谷是哪五谷、二十四
节气是什么”等问题，谭雪晴说，“这份
春耕作业简直是‘久旱逢甘霖’一般的
存在，基本常识的缺乏急需在山野自然
间补充。”

如今，爸爸已成为谭馨语心中的偶
像，“下地”也成了她寒假里每天最期待的

事情。“爸爸太厉害了，清沟理墒、看苗施
肥样样都行！其中有大学问。尊重自然，
劳作不易，这也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感
受到春天的蓬勃生命力！”谭馨语在田间
劳作后的作文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除了在乡野间获得“农趣”，学做家
乡传统美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亲
情爱意，也成了家长和孩子们在寒假里
的另一大收获。

“这两个黑豆就是老雁的眼睛，现在
用剪刀剪出嘴巴，上下拨一下，看，大雁嘴
巴张开了！”对六年级学生谭璐晴的妈妈
张敦玉来说，“制作老雁馍”这项寒假作业
很有意义，进入青春期的女儿有些沉默寡
言，但在女儿跟着自己学切面剂儿、搓揉、

“塑雁形”、“剪雁羽”、“压雁尾”时，两人仿

佛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老雁馍”是皖西北地区家喻户晓的

美食，象征着女儿像雁子暖春返回父母身
边、走进父母心里。在妈妈的指导下，谭
璐晴手中的面团很快就变成了神态各异、
栩栩如生的“大雁小雁”，而妈妈也真切感
受到孩子平日羞于表达的感激之情，母
女二人配合默契，亲情满满。

“我做了一只小雁放在老雁馍背上，
小雁是我，老雁是妈妈，这是我送给妈
妈的礼物。”

“闺女知道我喜欢吃带馅的面食，她
在老雁馍里放了粉丝、韭菜末和鸡蛋
皮，都是我最爱的食材。”

“假期里的德育作业不能停留在形式
上，而是要成为具有王湾特色的校本德育
课程体系。”校长任丽希望，让更多学生懂
得父母的不易，体会父母的辛劳。

“重农兴邦，教育先行。当下，颍州的
农村学校依托乡村教育资源，带领学生们
了解乡村历史，锻炼劳作能力，感受孝亲
文化，这是最好的寒假作业，也是教育最
本真的意义。”颍州区教育局局长白莽说。

安徽阜阳·孩子和父母

在乡野间感受农趣
本报记者 方梦宇 特约通讯员 刘银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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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双减”后的首个寒假
步入尾声，孩子们开始返
回久违的校园。童年，铺
就了人生的底色。拥有快
乐 无 忧 、 精 神 富 足 的 童
年，就拥有了支撑幸福一生
的宝贵财富。当学科类补习班
淡出视线，当厚重的书面作业渐
被取代，当家长的观念得到改变，什么会
成为“双减”后孩子们共同的童年回忆
呢？相信，从孩子们刚刚经历的这个寒假
中，可窥见一斑。

在他们的童年回忆里，假期的生活变
了。滑冰场上、练功房里、钢琴键旁，孩
子们依照彼此的个性，选择各自的爱好，
快乐奔跑向未来。

在他们的童年回忆里，老师布置的作
业变了。学习春耕节气知识、观摩地方非
遗特色、定制年货购物清单……教师们精
心布置的分层作业，让孩子们的学习从生
活中来、到实践中去。

在他们的童年回忆里，和父母的相处
变了。不再过多关注分数的得失，更加看
重全面发展和个性展示，家长们投入更多
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成长。

告别寒假，迎接新学期，“双减”步
履不停。站在新的学期起点上，家校社需
要持续加强协同合作，为孩子们的成长创
造更宽容的环境、探索更多可能性，共同
呵护这些幼苗成长为人格健全、各美其
美、造福社会的未来公民。

快乐奔跑向未来奔跑向未来
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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