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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程作业长程作业：：让学生在让学生在““长跑长跑””中成长中成长
□ 金立义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特别行动（山西专场）”侧记

□ 通讯员 杨铭博

观乎人文，天下化成。为了扎

实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

推进工作，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于 4 月

1 日举办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 特 别 行 动（山 西 专 场）”线 上 会

议。山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张友君在

致辞中强调，“在学校中传承和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意义重

大、任重道远”。

如何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育人功能？阳泉市教育局宣传科长

刘国栋以“厚植根脉，君子如风”为

主题作报告，探讨新时代德育的实

践路径。刘国栋介绍了阳泉市的具

体做法：小学低年段为“信念引领，

主体认知”，小学高年段为“活动体

验，意识深化”，初中阶段为“情感共

振，行动升华”，高中阶段为“角色认

同，价值生成”，以此确保德育工作

落得实、落得细、落得小。阳泉市郊

区育才小学校长郑忠青认为，学校

应该让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具备文化

寓意，让每个空间都呈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特色内容。“学校以文化

内涵构建了特色课程体系，形成了

‘三仪五美’模式，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入学典礼、入队仪式、毕业典

礼等节点相结合，增强了人文教育

的功效。”郑忠青说道。

科学系统的课程建构和课堂教

学模式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的关键。忻州市忻州实验中学教师

孟金松介绍，学校主要通过 3 种方式

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一是

成立“播明书院”，设置经典诵读、书

画艺术、经典研讨等专门教室；二是

开展经典诵读教育，学校主张读讲并

重、课内外并举的形式，鼓励学生完

成“论语一百”计划；三是立体育人模

式，将新生军训改为“文训+武训”，以

《大学》《论语》等经典作为文训内

容。运城市康杰中学教师柴海军将

“吟诵+说文解字”用于课堂教学，训

练学生“语”的能力和“文”的风采。

在柴海军的课堂上，汉字被解构成一

个个部件，部件又被找到了源头，学

生能够从文字最本真的地方入手，探

索文字背后的故事。

目前，许多学校推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时，往往遇到师资不足的

问题。阳曲县城东路小学校长邢建

平感慨：“教师具备基本传统文化素

养才能教好学生，‘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是行不通的。”怀仁市弘文小学校

长张瑛认为，对于教师的培训不能受

形式约束，线上线下并举的读书班、

节日特色活动、新入职教师团建等，

都是增强教师团队对于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方式。

“国者，尊师重教为美；校者，立

德树人为本；师者，传道化育为要；生

者，好学立志为上。以儒学为根基、

命脉、灵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藏

着以文化人的无穷智慧和无穷力

量。”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副主任

柳河东总结道。

据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特别行动”系列活动采取高频次、

强内容、重实效的方式，旨在向全国

推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教

育者提供切磋琢磨、学习借鉴的平

台，帮助教育者突破瓶颈、解决困

境。目前，活动已开展了河南、河北、

山西等专场，未来还将推出山东、北

京等专场会议，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神州大地“活”起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江苏无锡新吴区：

共商高质量学校
发展之路

本报讯 3 月 31 日，“建设价值

驱动型学校”首届高质量学校发展

论坛暨学校文化建设研讨会在江苏

省无锡市新吴区幸福外国语小学举

行。研讨会设置两场分论坛，聚焦

学校文化建设，促进学校管理水平

的提升和学校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来自全国各地的 300 余名校长参

会，共同探索以学校文化建设为学

校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的路径，建

构价值驱动型学校，打造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学校文化。研讨会由江

苏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会主办，无

锡市新吴区教育局、上海世外教育

集团承办，无锡市新吴区幸福外国

语小学协办。

上海世外教育集团总裁徐俭表

示，一所高质量学校一定是尊重教

师和学生的学校，要让教师和学生

按照生长规律、学习规律、认知规律

发展。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常

务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

学院院长陈锁明认为，基础教育阶

段应该让学生拥有强壮的体魄和健

康的人格。

据悉，作为研讨会的协办单位，

幸福外国语小学自建校以来始终努

力寻找成为高质量、国际化学校的

路径，全面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创新，

在学校文化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

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和探索。

（韩世文）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

十幕大戏演红楼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4 月 7

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

一年级 800 多名师生，在北京大观

园开展了名为“十幕大戏演红楼·任

务驱动大游园”的《红楼梦》主题体

验式游学活动。活动的演出环节由

《顽童闹学堂》《凤姐泼醋》《宝玉挨

打》《共读西厢》等十幕改编自小说

《红楼梦》的话剧和昆曲表演片段构

成，演出时长接近 120分钟，促进了

学生对《红楼梦》故事、人物、主题等

方面的深度品读和积极理解。

《红楼梦》因其人物众多、头绪

复杂、主题深奥，一直被视为中学生

阅读的难点和痛点。学校语文组在

10多年戏剧课程探索的基础上，借

鉴经典剧目的排演经验，将《红楼

梦》改编并排演成短剧，以演促读、

以演带读。

短剧排练让学生成长很快。比

如，人文班的一名“黛玉”演员，过去

说话不多、性格内向，这次在排练中

深受“凤姐”和“湘云”的感染，变得

活泼开朗起来；理科班的学生在排

演《顽童闹学堂》过程中，懂得了合

作的意义，他们表示这种“成长体

验”是非常珍贵的。

活动总策划、学校语文教研组

长汪文龙认为，活动拉近了师生关

系，成为学校“育人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校长李晓辉表示，“希望通

过戏剧活动锻炼培养学生的合作素

养、沟通素养、创新素养，进一步挖

掘戏剧课程的育人新功能”。

据悉，学校有着久远的戏剧排

演传统和深厚的戏剧文化土壤，多

年来秉持“一部经典，数代传承；一

门课程，多元成长；演员海选，剧团

运作；项目学习，活动育人”的理念，

由专职教师开设语文戏剧课程，先

后排演了 7代《雷雨》、3代《窝头会

馆》、2 代《茶馆》、2 代《暗恋·桃花

源》，排演类型包括课本剧改编、经

典剧排演、青春剧原创、先锋剧尝

试、红楼剧路演等。

“‘十幕大戏演红楼’在大观园

的成功开展，拉开了‘大观园路演’

的大幕，学校将把这项活动坚持下

去，使其成为戏剧课程的一张新名

片。”李晓辉说道。

一线动态 发现美好课程

“双减”的意义是什么？众所周

知，是回归教育本质，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最终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

教育者不仅要考虑学生的短期需求，

而且要考虑学生的长远发展。因此，

作业的功能需要从应对考试转为全

面育人，从知识接受转为素养培育，

为学生的持续成长、终身发展服务。

作为教育家陶行知在中国创办的第

一所学校，江苏省南京市晓庄小学研

发的“长程作业”，就是学习过程长、

完成周期长的作业，注重实践性、探

索性、创造性等特点。

实践性作业
在实践中体验

实践性作业是让学生在实践中

去操作、去体验、去学习的一项作业，

包括“亲生活劳动”“悦读工程”“坚志

运动”“管理小先生”等内容。

亲生活劳动。为了让学生亲近

生活、亲历劳动、亲悟劳动、创造生

活，学校提出了 4 个“服务”：服务自

我、服务家庭、服务学校、服务社会。

学校按照年级制作家务劳动清单，每

个学生都有“十项任务”。比如，一年

级学生的任务是：每天自己洗漱，学

会洗袜子，自己叠衣服，佩戴红领巾，

学会整理书包，学会扫地，学会垃圾

分类、自己倒垃圾，餐前盛饭、摆筷

子，学会择菜、洗水果，餐后帮家人收

拾碗筷、抹桌子，等等。为了让劳动

任务落实到位，学校研发了劳动作业

本，便于学生自评和家长监督评价，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

学校还定期开展劳动技能竞赛，比如

系鞋带、叠衣服、扫地、整理书包等内

容，评选劳动小达人并进行表彰。

悦读工程。学 校 着 力 打 造 了

“120+300”的悦读工程，即小学六年至

少读 120 本书、背 300 首古诗，倡导学

生与书结伴、与书同行。学校将300首

古诗词全部挂在长廊、贴在楼梯的墙

壁上，便于学生课间随时诵读。每学

期学校都会开展诗词大会，让学生吟

唱诗词、讲述诗词中的故事、参加飞花

令竞赛等。学生每天都有半小时的读

书作业，学校编制了各个年级的“阅读

手册”，对学生的必读书目阅读状况进

行检测并评出读书小达人。阅读完一

整本书之后，学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表达阅读收获，有的写感言，有的画思

维导图等。一个三年级学生阅读完

《三国演义》后，参考动画片《如果历史

是一群“喵”》的形式，用几十幅图画画

出刘备联合孙权战胜曹操的故事，主

人公全部变成了可爱的猫咪形象，栩

栩如生、趣味盎然。

坚志运动。除了强身健体，运动

还可以磨炼学生的坚强意志。学校

每天都有体育家庭作业，低年级每日

跳绳打卡，中高年级还有仰卧起坐、

武术操等项目，学校定期评选出体育

小达人。通过每天坚持不懈的锻炼，

学生的身体素质不断提高，精神面貌

也变得积极向上、充满朝气。

管理小先生。为了满足学生的

展示欲望，学校给每个学生设立了一

个管理岗位，让学生每周轮流承担一

项管理作业，成为班级的“管理小先

生”。有的学生负责班级的电灯管

理，做到人走灯关；有的学生负责班

级的绿植管理，负责浇水、施肥、修

剪；有的学生负责午餐管理，从发餐

盒、打汤到餐具整理，做得井井有

条。学生坚守岗位、履行职责，不仅

培养了主人翁意识和责任心，而且培

养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精神。

探索性作业
探索未知的世界

世界充满着未知，小学生的好奇

心又很强，于是学校设计了一系列探

索性作业，引导学生走进自然、走进社

会，在探索中学会发现、思考、表达。

缤纷四季。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

的特点，为了让学生亲近自然，学校设

计了“春之醉”“夏之乐”“秋之美”“冬

之韵”4个主题作业，体现了跨学科学

习的特点，是集德智体美劳为一身的

综合性、实践性作业。以“春之醉”作

业为例，学生走出教室“寻找春天”，用

手中的笔画出春天的美景，吟诵描写

春天的诗句。有的时候，教师还会带

着学生走进小农场，体验春天的劳动、

了解春天的习俗、品尝春天的美食。

每一个季节，学生都会用不同的方式

进行探索、表达、创想，感受四季更迭

的节律，感受大自然的神奇。

魅力节日。学校让学生亲近节

日，探秘节日的来历和风俗，体验节

日的各项活动，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根脉。以元宵节活动为例，学校

从寒假开始，就让学生在家里制作灯

笼，开学后将灯笼挂在校园里，然后

开展灯谜竞猜活动。学生走进食堂

揉面团、搓元宵、品元宵，双休日还与

家长一起去夫子庙看花灯。在一系

列活动中，学生体验了趣味元宵节，

感受到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增强了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

豪感。

多彩节气。二十四节气是大自

然的语言，学校让学生接触二十四节

气，置身于自然万物之中。每个班级

承担一个节气主题作业，学生通过讲

述节气故事、介绍节气常识、画出节

气景色、烹饪节气美食、吟诵节气诗

歌、制作节气小报、开展节气劳动等

活动，体悟气候的变化，聆听节气的

声音，感受生命的气息。

金色种子。课堂学习是为了向

学生播撒探知的种子，课本仅仅是学

生学习知识的一种媒介。一些学生

学习了课本的知识但还没有“吃饱”，

学校针对这种现象推出了“金色种

子”作业，旨在拓宽学生的学习时空，

将学习从课内引向课外，从课本引向

生活，从浅层引向深层，让学生在真

实情境中开阔眼界、拓展思维，提升

核心素养。比如，学校研制“‘棋’思

妙想”长程作业，分为 2周 4个阶段进

行：第一阶段向学生介绍数学棋的知

识，让学生熟知数学棋常见的设计内

容和形式；第二阶段由学生 4 人一小

组，讨论如何设计好玩、富含数学趣

味的游戏棋；第三阶段是学生玩棋闯

关挣卡的过程；第四阶段是评选总

结，由学校评出最佳设计者、最佳游

戏者等奖项。

创造性作业
发现学生的创造潜能

每一个学生都有创造的潜能，学

校给学生布置了一些创造性作业，让

学生动手又动脑、劳心又劳力，培养

学生创新的意识、精神、能力。

科创小实践。教师让学生通过小

实验、小发明、小制作、小设计、小课题

开展“观察与思考、动手与探索、创意

与表达”等活动，在科技方面探索一番

小天地。比如，学生学做麦芽糖需要

几个月时间，一个学生介绍了他制作

麦芽糖的全过程，还展示了自己制作

的各种形状的麦芽糖：四叶草、小兔

子、小熊等，都让其他学生羡慕不已。

生活小发现。针对学生喜欢看、

喜欢想、喜欢问的特点，学校鼓励学

生“童眼看世界”，把自己的发现写成

小论文，发布在学校微信公众号上。

一个学生去超市购买东西，售货员告

诉他“办理一张258元的会员卡，买商

品可以享受优惠”。学生产生了疑

惑，办会员卡真的划算吗？于是他查

看了超市会员享受折扣的规则并开

展问卷调查，最后写成一篇小论文

《超市会员卡消费划算吗》。“论文”总

结道：收入较高的群体，逛超市次数

频繁且每次购买金额较大的人，都愿

意办一张会员卡，他们的年消费总金

额超过 2150 元，办卡很划算；逛超市

次数较少、年消费金额不到2150元的

消费者，看起来每次购物都有打折的

机会，但最终折扣下来的金额可能还

没有达到办理会员卡的 258 元，很可

能要亏本；办不办超市会员卡，需要

根据自己实际消费情况而定，不要盲

目相信超市，也不要有从众心理。

美术小创意。教师布置创意作

业，引导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比

如，教师要求学生利用寒假剪出形态

各异的兔子，装饰在新年的红包上，

然后用金色勾线笔写上与“兔”字谐

音的祝福语，这款“高级”红包一举两

得地融入了剪纸艺术和汉字文化。

有的教师经常鼓励学生留意生活、观

察生活，用美术的形式来表达生活。

于是，一些学生观察各种小动物的

“家”，通过连环画记录自己的观察结

果，还做成折叠式小绘本，彰显自己

发现美、创造美的才能。

“长程作业”让学生在“长跑”中

受益，在实践探索中收获学习的快

乐，也慢慢改变了学校的育人方式。

通过作业模式的变革，学校从全学

段、全学科、全过程视角出发，满足学

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助推学生全面发

展，不断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晓庄小学）

快乐课间快乐课间

亲生活劳动亲生活劳动

怎样更好地发挥作业的育人价值，让作业变得丰富有趣，助力学生综合素养和长远发展？江苏省南京市晓庄小学研制了“长程作业”，通
过学习过程长、完成周期长的作业形式，让学生在实践探索中不断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