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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暑假作业应更重趣味性

暑假作业是学生假期绕
不过的基本日常。近年来，一
些地区教育部门更新教学理
念和价值观，对学校布置的暑
假作业提出了新要求。记者
发现，在学校布置的“花式”
暑假作业中，减少了传统作业
内容，增加了如科技探索、德
育培养、社区走访、艺术修
行、博物馆探秘等主题的内
容，为学生的暑假时光增添更
多“色彩”。

实操中，学校通常有哪
些做法？广东省广州市越
秀区铁一小学 5 年级5班班
主任、语文教师范丽丽告诉
中国城市报记者：“往年我给
班级同学设计暑假作业时，
会将游戏与学习进行融合，
这样的暑假作业不仅受学生
欢迎，还能提升教学效果。
特别是语文学科与综合实践
活动相结合后新增加的手工
类、探索类作业，能够将抽象
的知识具体化、静态的理论生
动化。”

范丽丽从部分学生家长
反馈的信息中了解到，学生们
除按时完成作业外，还化被动
为主动，对作业外的知识点开
展延伸探索。“今年暑假前夕，
我们开展了相关的学科外技
能体系拓展培训，让学生们掌
握一到两门家务技能。这样，
学生在假期不仅可以帮助家
长做些力所能力的家务，还能
锻炼自理能力。”她说。

实际上，国家部委向来关
注小学生暑假作业的布置情
况。此前，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了《关于做好2022年中小学
暑期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
校科学安排学生暑期学习生
活，科学合理布置暑假书面作
业，严格控制暑假书面作业总
量，鼓励布置探究性和实践性
作业。

如何进一步做好暑假作
业的设计与布置工作？中国

家庭教育学会专家魏斌在接
受中国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暑假作业是学生假期的重
要组成部分，学校对暑假作业
的整体设计应充分体现新时
代教学理念。

“一些学生总把暑假作业
留到开学前几天‘赶工’。这
种行为有违学校布置暑假作
业的初衷。所以要求家长加
强监管之余，学校也应展开反
思，因为激发学生做暑假作业
兴趣的前提，就是不能让作业
形式过于单调乏味。既要夯
实学生的知识基础,也要激发
他们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
趣，培养其探索性、创新性思
维品质，最终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魏斌说。
魏斌建议，除了帮助孩子

合理安排暑期学习生活,坚持
规律作息、锻炼健康体魄、培
养广泛兴趣、参加社会实践、
分担家务劳动外，还要引导家
长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此
外，各地政府应统筹动员一批
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高
科技企业等，作为暑期科学教
育实践基地，面向广大家庭开
展科教活动，为加强亲子互动
交流和提升小学生科学素养
搭建平台。

通过观察与记录
提升学生写作能力

历年的小学生语文考试
中，作文都是极为重要的考核
项目。学生作文是一种融语
言文字和逻辑思维为一体的
创造性劳动，它要求学生具备
充足的知识储备，畅达的表达
倾吐和强烈的创造意识。中
国城市报记者汇总采访信息
发现，“无话可说”“无物可写”

“内容空洞”“束手无策”等是
不少小学生写作文时遇到的
痛点。

“只有平日勤于观察和记
录、注意对素材的积累，学生
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把作文

写得生动好看。为了帮助学
生锻炼收集素材的能力，学校
老师应贯彻好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的中心思想。利用
暑假引导学生联系生活实际、
拓展素材来源。同时，减少学
生们写作过程中的束缚，鼓励
他们勇于表现主观感受，努力
实现写作个性化，做到有话想
说、有话要说、有话能说。只
有这样才能真正激发学生写
作的热情与兴趣。此外，家长
也应该在暑假期间帮助孩子
养成多观察、勤思考、常写日

记的好习惯，做生活上的‘有
心人’。”范丽丽说。

“除了观察生活、记录生
活外，学生们还可以在暑假期
间提升自身书籍阅读量，减少
使用手机、电视电脑等电子产
品的时间。”北京市东城区体
育馆路小学 4年级 6班班主
任、语文教师魏炜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说：“家长
要为孩子设定每天阅读图书
的时间，晚上通过问答和布置
写读书心得等方式，考核孩子
的阅读效果。对于书本范畴，
可多看名家名篇、中国古典小
说、世界名著、名人传记等。
因为阅读大师的作品，了解名
人成功的因素，可以拓展学生
的知识储备。这几年的中考、
高考语文就出现不少名著文
学常识题，学生们平时读得
多，考试时自然信手拈来。”

针对有些家长不允许孩
子读小说故事类书籍，魏炜表
达了不同观点：“兴趣爱好是
坚持某件事的动力来源，故事
类书籍同样有不少立意深刻
的优秀作品，还能提升孩子对
文章结构的构建与细节的描
写能力。喜欢历史的，可以看
《二十四史》《上下五千年》；喜
欢侦探的，推荐《福尔摩斯探
案集》《包公案》；喜欢探险的，
可以读《藏地密码》《三体》等
书籍。对于喜欢美食、运动的
孩子，也可以鼓励他们通过阅
读菜谱、运动类书籍来提高相
关技艺能力。”

知行合一
让暑假生活更精彩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旅
行、游学是许多家长暑假期间
为孩子安排的主要活动之
一。这种假期学习生活模式
得到不少教育工作者积极推
广，认为该模式不仅有趣，还
能帮助孩子开拓视野、巩固知
识、锻炼体能。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
书本提到过的历史场所、文化
景观走访，不仅可以帮助孩子
对知识有更具象的认识，还能

进一步提升他们读书的兴
趣。因为有的知识仅通过看
书难以真正掌握。”范丽丽谈
到对旅行和游学的看法时说，

“如小学5年级语文教材关于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一课的教
学要求中，提到让学生介绍自
己感兴趣的世界文化遗产。
如果没有亲眼所见、亲身感
受，学生们可能连世界文化遗
产的概念都不清晰，又何谈兴
趣所在？”

此外，有专家认为游学的
前期准备也是一种学习。中
国传媒大学组织的“跟着博士
去旅行”系列活动的负责人徐
静涛持相同观点，在接受中国
城市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应
让孩子提前自行搜集、整理资
料，准备相关出行衣物、游学
设备等。同时可让孩子尝试
规划出游的整个行程，比如根
据旅行的时间、资金等设计旅
途具体细节，包括坐哪种交通
工具？参观哪些景点？体验
哪些民俗风情等？

徐静涛还提到，暑假游学
或旅行是让孩子树立正确理
财观的好机会。很多孩子对
金钱的概念模糊，习惯了没钱
就找父母要。但财商与智商、
情商同样重要，父母可以在旅
途中为孩子设计一些涉及消
费的问题和锻炼事项，帮助孩
子独立自主展开消费思考，如
什么样的商品真正符合需
求？怎样才算合理消费？如
何与商家讲价等。

同时，站在学校的角度
看，为了让学生明白买东西与
卖东西的本质区别。徐静涛
建议学校在开学后可以组织
纪念品跳蚤市场，让学生们把
旅游中收集到的特色纪念品
带回学校与同学交易。没有
外出旅游的学生，也可以自己
动手设计暑假纪念品，比如一
幅画、一张照片、一个手工小
玩具等。“这样的活动不仅有
助于学生培养科学理财观，还
能让他们体验到精彩的暑假
生活，且在假期后收获额外成
果。”徐静涛说。（图片由广州
市越秀区铁一小学提供）

““学娱相融学娱相融””让暑假生活更有意义让暑假生活更有意义

随着小学暑假的到来，家长们开始操心如何给自家

“小神兽”安排假期生活：是锁在房间里每天写作业，还

是送到二老家一切皆随缘？是报个夏令营满世界走走，

还是上个艺术班培养新爱好？不管作出何种选择，家长

希望孩子的假期生活既能充实愉快，也能掌握更多学科

知识、提升学习能力。在此背景下，一种家校协力为学

生打造“学娱相融”的暑假模式受到社会关注。近日，中

国城市报记者采访了几位相关领域的教育工作者，听他

们讲述如何通过“学娱相融”为学生营造寓教于乐、独具

特色的暑假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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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前期，广州越秀区铁一小学组织学生开展非遗活

动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