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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学 习 是 立 身

做人的永恒主题，也是报国为民的重

要基础。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只有

在学习中不断感悟人生、提升境界，才

会 使 自 己 变 得 更 加 充 实 、更 加 睿 智 。

对广大学生来说，从学校毕业只是人

生漫长学习过程中的一小步。要矢志

追求更有高度、更有境界、更有品位的

人 生 ，把 学 习 作 为 一 种 责 任 、一 种 爱

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一种贯穿人

生旅途的生活方式，做到重学、好学、

乐学。

要做一名善于反思的学习者。“古

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习的目

的归根结底在于“学以成己”。应将学

习与人生的目的，安放在对自我完善的

不断追求之上，让作为生活方式的学习

真正成为生活与工作的底色。面对纷

繁复杂、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世界，唯

有通过主动的、反思性的学习，才能去

探索自我，塑造更加深刻丰盈的灵魂；

去探知世界，发现更加深邃广袤的天

地；去探享未来，创见更加深醇美好的

生活，进而达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的人生境界。

要做一名赋能升级的学习者。当

今世界，知识经济兴起，大数据、人工

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飞跃发展，深

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

和学习方式。知识迭代更新的速度日

新月异，学习稍有懈怠，就会落伍于时

代 。 如 果 说 每 个 人 的 人 生 就 像 一 个

圆，那么学习就是半径，半径越大，拥

有的人生就越广阔、越丰富。对于广

大毕业生来说，毕业离校，结束的只是

作为“学生”的身份，并非“学习”的行

为。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新知识、新

情况、新事物，必须时刻增强知识更新

的紧迫感，努力摆脱传统的学习方式，

不断拓展学习的视野和疆界，提升学

习的效率和效能。唯如此，才能在未

来的人生道路上不断赢得主动、赢得

优势。

要做一名深学笃行的学习者。学

习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践。“为学之实，固

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

异。”知识要转化为人们的能力和素养，

就必须躬身实践，在实践中砥砺才干、

增长本领，不断实现螺旋式上升。要坚

持知行合一，不要以知代行，夸夸其谈

却无务实举措；也不要以行取代知，不

求根务本，否则无法达成理论与实践的

辩证统一。

人 生 的 黄 金 时 期 在 青 年 ，青 年 人

选择了学习，就是选择了进步。期待

更 多 的 青 年 人 将 学 习 作 为 一 辈 子 的

事 ，在 学 习 中 不 断 感 悟 人 生 、提 升 境

界，让勤奋学习、终身学习成为人生远

航的不竭动力。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青年当勤奋学习
孟繁华

编者按：这个暑假，不少中小学生

和家长发现，学校布置的作业有了很

大变化：书面作业少了，体育锻炼、劳

动实践等类型的作业多了；机械性作

业少了，实践性、探究性作业多了。“作

业越来越有意思”成为许多学生的切

身感受。

特色暑假作业的背后，凝聚了教

师在作业设计中的智慧和心血，更折

射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理

念。本期周刊，我们选取一些学校的

特色暑假作业，共同感受学生们在作

业中收获的成长。

更“走心”的作业

采访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

8 月 15 日

今年暑假，学校布置了一项特殊的作业：

采访身边的优秀共产党员。今天上午 9 点，我

来到郑丽芳老人家，她就是我要采访的党员。

郑丽芳曾是辽河油田第一支女子钻井队

指导员，她向我讲述了当年的故事。她和队员

们曾每天三班倒，埋头苦干、奋力拼搏，完成钻

井进尺 8 万多米。

我问郑丽芳老人，面对困难时，怎样才能

坚持下去。她说：“舍小家、顾大家，吃苦在前、

享 乐 在 后 ，我 是 一 名 共 产 党 员 ，就 应 该 这 样

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深受感动。

采访虽然结束了，但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

静。作为石油人的后代，我要发扬红色传统，

赓续精神血脉，努力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北京一零一中学初一 14班亓子航

今年暑假，北京一零一中学的学生们都要

完成几份“红色作业”：给革命先烈写一封信，想

象与他们对话；开展一次“红色”志愿服务，如参

与“红色心声”志愿讲解队；观看《觉醒年代》等

影视作品，或阅读《论持久战》等推荐书目……

“学校学生发展中心充分调动各年级组、学

科组优势资源，老师们在会商学情后，为学生设

计了丰富的‘红色作业’。”北京一零一中学学生

处主任郭院丽介绍，开学后，学校还将对作业进

行综合评审，并组织开展优秀作业展览展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怎样用

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思想政治教育入脑

入心？怎样设计形式丰富的暑假作业，引领学

生传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党史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不少学校做出探索。

江苏南京市科睿小学号召学生打卡南京本

地红色地标，点亮红色场馆，走进一段历史时

光，聆听一个红色故事；广东惠州市下角小学布

置“绘画爱国情”作业，让学生用画笔展现身边

的变化，感悟国家的发展；重庆市鲁能巴蜀中学

要求学生拟定一份“红色之旅”计划书，在梳理

革命圣地的过程中，加深对党史的理解……

“利用假期完成‘红色作业’，让学生在‘学

党史、知党情、感党恩、跟党走’的实践活动中

接受教育、增长才干，需要学校的精心布置、家

长的协同配合、全社会的共同参与。思政教育

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增强亲和力和针对性，才

能激荡起青春正能量，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郭院丽表示。

更“健康”的作业

每天锻炼一小时

8 月 5 日

我使用学校体育云课堂平台已经 400 多天

了。暑假期间，我可以在平台上练习跳绳、深

蹲、开合跳、波比跳等，完成体育作业。平台还

会根据我的动作影像计数、打分，今天我练习

了跳绳，一分钟跳了 175 个！

我最喜欢的运动是篮球，但投篮命中率不

高。篮球老师提醒我说，我的手臂力量太弱，

需要加强手臂力量的锻炼。我在体育云课堂

平台上发现跪姿俯卧撑可以锻炼手臂力量，就

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练习。以前我每天做 3
组，暑假期间增加到 10 组。最近我和爸爸打篮

球时发现，我的投篮命中率大大提高了！等到

开学，我要和篮球队的小伙伴们比一比。

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二年级一班

孙清宇

与孙清宇一样，“每天锻炼一小时”是华东

师 大 附 属 紫 竹 小 学 全 体 学 生 的 暑 假 体 育 作

业。校长张计蕾介绍，学校的智能化平台开辟

了体育云课堂，可以依据学生的运动影像计

数，还会通过语音提示帮助同学们把动作做到

位。“学生们可以查看自己的运动数据、挑战排

名靠前的同学，大家自觉锻炼、主动加练的热

情被激发出来。”张计蕾说。

教育部等 15 部门今年印发的《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 年）》

提出，要全面实施寒暑假学生体育家庭作业制

度。根据要求，这个夏天，体育作业成为各校

的“标配”。

“体育作业不只是体能练习，要重视体育

的育人价值。”在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科学研究

院正高级教师孙卫华看来，让体育作业落到实

处，需要精心的作业设计。“好的体育作业应该

让学生想运动、爱运动，并且能够帮助学生坚

持下去，养成爱好与习惯。”

注重因地制宜，山东昌乐县特师附属小学

的体育老师设计了在家中可以完成的体育活

动，如用沙包练习单腿抛接物，用矿泉水瓶等道

具练习两点左右跑等；增强亲子互动，北京密云

区第五小学开展“我和家长暑期一起锻炼”摄影

比赛和“我的体育锻炼健康好习惯”短视频征

集，引导学生和家长一起参与体育锻炼……

“暑期可以引导学生观看体育比赛、掌握

1—2 个项目比赛规则、尝试进行体育评论等，

这样的作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运动兴趣。”孙

卫华建议。

更“火热”的作业

懂得了劳动最光荣

8 月 10 日

今天，我来到家附近的枸杞种植基地，完

成暑假劳动作业。

种植基地里，到处都是采摘工忙碌的身

影。我拎起一条小枝仔细打量，鲜红的枸杞娇

艳欲滴。但想要采摘时，手如触电般缩回来。

仔细观察才发现，枸杞周围长满小小的刺。原

来枸杞采摘并非我想的那么简单！

我学着旁边阿姨，一只手提着小桶，另一

只手拎起一串枸杞，轻轻抖几下，把零散的枸

杞抖落到桶中。但剩下的枸杞可不是那么轻

易就能摘下来，虽然我小心翼翼，还是时不时

碰到刺。不大会儿工夫，我就汗流浃背。我体

会到了农民的辛苦，感受到了现在生活的来之

不易，懂得了劳动最光荣。

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中心小学

五年级二班魏菊霞

“暑期是开展劳动教育的好时机，我们希

望通过渗透式、融入式的劳动作业，锻炼同学

们的劳动能力，让劳动意识扎根孩子心中。”

红寺堡镇中心小学校长张玉英说，开学后，老

师们还将根据学生的劳动积分，评选“劳动小

模范”。

当前实施劳动教育的重点，是在系统的

文 化 知 识 学 习 之 外 ，有 目 的 、有 计 划 地 组 织

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

劳 动 ，让 学 生 动 手 实 践 、出 力 流 汗 ，接 受 锻

炼 、磨 炼 意 志 ，培 养 学 生 正 确 劳 动 价 值 观 和

良好劳动品质。

“劳动作业应体现教育性的设计。”中国劳

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副院长曲霞说：“比

如，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让学生自己设计劳动

任务；创新作业形式，注重布置手脑并用、有创

造性和社会价值的作业；创新考核形式，通过

劳动成果展等方式，让学生更有动力。”

暑假期间，辽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

十高级中学组织学生学习陶艺、模拟汽车驾

驶等课程，通过讲解说明、项目实践、反思交

流、榜样激励等方式激发学生积极性；北京密

云 区 巨 各 庄 镇 中 心 小 学 依 托 学 校 的 葡 萄 乐

园，举办葡萄采摘节，让学生们在生产劳动中

感受劳动创造价值。

一些学校还开展服务性劳动教育，学生们

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中强化社会责任感。7
月下旬，河南濮阳市实验小学“小叮咚”志愿服

务队队员来到市红十字会参加志愿活动，四年

级六班的孔维远和家长、同学们帮助整理了捐

赠物资，她认真地说：“这个暑假，我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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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四川省华蓥市双河

第二中学开办体育托管班，学

生在踢足球。

新华社记者 周松林摄

图②：江西省吉安市北门

小学组织学生走进长塘镇陈家

村，体验农事劳动。

李 军摄（人民视觉）

图③：安徽省淮北市郭王

小学暑托班上，学生们在跳绳。

万善朝摄（人民视觉）

版式设计：沈亦伶

大课间，踏着铃声，孩子们有序走

出教室。音乐响起来，安静的操场顿

时变成欢乐的海洋：“老鹰”不断变换

姿势捉“小鸡”，“剪刀”“石头”“布”声

四起，条条手绢在孩子们身后不断换

位，传统的老游戏在师生欢声笑语中

焕发新生。这是河南省洛阳市瀍河回

族区第二实验小学平日开展阳光大课

间的场景。

一校一品，瀍河第一实验小学的千

人足球操、洛阳市实验小学恒大分校的

戏曲操、瀍河巨龙小学创编的全国首套

河洛大鼓操都各具特色，“传统文化+
阳光体育”模式已成为瀍河中小学生的

新时尚。

为什么要在课间操上煞费苦心？

大课间既是体育运动空间，又是学

科整合融合的场域，更是锤炼教师团队

的有效途径。通过各学科参与、全体教

师参与，以课程整合融合为路径，能够

充分发挥学科育人的功能，培育充满文

化自信的一代新人。

2018 年，以承接河南省第七届学校

阳光体育推进会为契机，瀍河回族区调

动资源，精彩亮相。区教育局局长马静

静认为，要用体育的力量推动系列教育

改革。

瀍河第一实验小学曾面临生源“吃

不饱”的窘境。校长李琳伟上任后发

现，学校组织涣散，连课间操都组织不

起来。李琳伟下定决心从大课间改起，

经过半年的努力，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以 阳 光 大 课 间 为 载 体 ，校 园 体 育

活动、传统文化教育、美育、德育等实

现了有机融合，孩子们的体魄得到锻

炼，家校关系更加和谐。更为重要的

是，阳光大课间唤醒了区域教育发展

的内生动力，校园文化、团队建设、课

程改革蓬勃发展。

搭建德育工作框架，构筑德育课程

体系，纵深推进“名学校名校长”“教育

管理能力提升”项目，全面推进“整体课

堂能力提升”“班主任素质提升”“非遗

进校园”“家校社共育”计划……一个个

项目落地瀍河，一位位知名专家走了进

来，一批批教学骨干、管理骨干到北京、

上海等地跟岗学习、实践锻炼。新理念

的引入、名师的引领，激活了瀍河教育。

瀍河第一实验小学的校园里处处

洋 溢 着 文 化 魅 力 。 篆 刻 书 法 工 作 室

里，石头、砖块、木块在学生们的手中

转化为艺术品。瀍河第二实验小学版

画工作室，人与动物、自然的景象和谐

共生，该校五年级学生史贾妮创作的

《希望》，获得了河南省版画比赛一等

奖。在瀍河，“非遗进校园，一校一特

色”的教育愿景正在变为现实。剪纸、

澄泥砚、唐三彩、泥塑、书法、戏曲、河

洛大鼓、蜡染等传统文化瑰宝在校园

闪耀光芒。

让阳光洒满孩子的笑脸
本报记者 龚金星 毕京津

①①

②②

③③

情感教育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命题。五育

并举、全面发展，都与人的情感紧密相关。在教育

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今天，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过程中，教育必须走进学生的情感世界、走进

学生的心灵。只有这样，才能在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中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

造新人。

当前，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我们欣喜地看到，以

学生为主体，变革学习方式，让他们在真实、丰富的

情境里生动活泼地发展，成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

同追求和积极行动，学生健康成长的美丽风景线正

在校园里生动铺展。

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在部分学校，学生情

感品质的培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学生的积极

情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导致部分学生出现青春

期的生理焦虑、沉迷手机、学习动力不足，甚至害怕

和讨厌学习，不信任父母、与教师疏远等问题。这些

问题的出现与情感教育息息相关，或是情感教育的

设计不充分、与情感的连接不足、积极情感支持不

够，或是教师和家长对孩子情感世界的觉察能力、教

育智慧还相对薄弱。因此，关注人的情感培育、关注

学生的心灵成长，成为当前教育过程中不可忽略且

亟待加强的命题。

著名教育学者朱小蔓认为，情感犹似儿童一个

原始完整的胚胎，具有无限分化发展的可能，如果呵

护、培育，就会积淀为饱满的、具有生产性的精神情

感。她还认为，促进人正向、积极情绪情感状态的持

存，不仅是有意义学习的基础条件，也在人的健康习

性养成、道德价值观内化以及人格培养等方面发挥

着弥散性的效用。

江苏南通田家炳中学将学校作为情感教育实验

的田野，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紧密聚焦初中生的

身心发展特点，从“心灵教育开端”，用情感激发生命

的活力，在情感切入和深入中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

情感品质、积极的生活态度，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

深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道德学习，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经过六年多的探索，以构建“情感场”为牵引，学

校已构建一整套情感育人体系。形成了以“难忘教

育”为特色的情感育德的活动体系，以情促德，以美

其身，加强学生的品德修养；构建了“情感—交往”型

课堂范式，以情优教，以教促学，提升了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和综合素质；建立了以师生关系改善为核心

的教师情感工作坊，开展了系列化活动，为教育专业

发展开拓了一条新路。

在探索过程中，我们看到，广大教师充分与学

生进行情感互动，引导广大初中生真实、合理地表

达自己的情感。在充满情感的课堂上，学生的学习

兴趣更加浓厚、学习状态更加积极、情感交流更加

真诚，课堂真正成为情感激发下的学习发生地、心

灵栖息和舒展的情感场。更加令人欣喜的是，通过

情感教育的实践，师生关系有了较大改善、教师情

感素养的发展得以促进。我们发现，当情感素养进

入教师专业发展内涵时，教师专业发展的视野变宽

了，动力变强了，格局变大了，教育走进了学生的

精神世界，为学生点燃了生命的篝火，也点亮了教

师自己的心灵。

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

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放眼未来，让教育走进

学 生 的 心 灵 世 界 ，提 升 学 生 的 情 感 品 质 、道 德 素

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学生打好精神的

底色，情感教育必将在更多校园、更多课堂上绽放

绚丽之花。

情感教育
激发成长动力

成尚荣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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