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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倩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

知，对加强教育 App 管理推动与

“双减”政策衔接提出明确要求：

对于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惰

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

思考、违背教育教学规律的不良

学 习 方 法 的 作 业 App，暂 时 下

线。整改到位并经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后，方可恢复备案；未通

过审核的，撤销备案。

手机一拍，答案就来，作为

“互联网+”时代的一种创新，搜

题App打破了时间、空间的局限，

随时随地都能为学生答疑解惑，

也让家长在辅导孩子的作业时不

再头疼。从本质来说，这个功能

并没有原罪，但这种便捷也带来

不小的负面影响。

“一开始是遇到不会的题目

才拍照搜索，看一看解题步骤，慢

慢地就管不住自己，题目稍微难

一点就直接搜索答案”——有了

简单便捷的获取答案的途径，谁

还愿意去思考呢？特别是对心智

还在发育的中小学生来说，一边

是费力思考却未必有结果，一边

是轻而易举就可获得答案，自制

力稍有欠缺的就容易对搜题App

产生依赖。如此一来，学生无法

从作业中获得思维的训练，教师

也无从知道学生的真实学习水

平，导致教学失准。更有甚者，在

高考时铤而走险使用搜题App作

弊：2021年6月7日，湖北武汉一

考生在数学考试时将一道考题上

传至某搜题 App，被严肃处理。

这类 App，其实早就引起了不少

教育专家、广大教师甚至家长的

忧虑。

更何况，不少App的开发者，初心不在教育

而在追逐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借此将学生引导至

有偿服务上去。上瘾即流量，流量即生意。长此

以往，学生失去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对学

习成长有害无益。

“拍照搜题”被禁，其实早有迹可循。今年7

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

求，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播“拍照搜题”等

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

育教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之后，不少在线教

育App就对相关功能进行了调整。

而此事对学校和教师来说，并非“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须知搜题App受欢迎的重要因素

是，部分教师作业布置得太多、太难，学生没有时

间细细思考或超出其能力范围，还有不少作业需

要家长辅导、批改，家长却无力承担。

“双减”政策不仅明确禁止让家长批改作业，

也对学校和教师的教学提出了提质增效的要

求。曾有学生向笔者抱怨，用搜题App搜出来的

答案都是错的，还不如直接去请教同学或教师。

可见学校应顺势而为，可以通过组建学习小组等

机制，激发学生互助学习、自主学习的热情和积

极性。同时，教师必须提升作业设计能力，追求

少而精，增加练习的有效性，同时不妨多探索设

计一些开放性、探究性的练习，让学生乐于思考，

从思考中获得成就感。

叶圣陶说过，教育就是要养成良好习惯。搜题

App下架是暂时的，不论其何时回归，正本清源，让

学生摆脱依赖，学会独立思考，是作业的本质。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走进义乌中学校园，一块金龙鱼状

巨石横卧眼前，上面刻着4个大字——

“诚正勤毅”。这4个字就是义乌中

学的校训，也是义乌中学德育工作的

根基所在。

1938年，在抗战烽火中，义乌中

学提出了校训“诚正勤毅”。这4个

字通过《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者陈

望道、文艺理论家冯雪峰、乡村教育

家杨效春等校友的以身垂范，成为义

乌中学一代代学子的品行底色。

2017年，学校迎来90周年校庆，“诚

正勤毅”这一校训被重新挖掘，成为

该校学生品格培育标准——“人道酬

诚，业道酬正，天道酬勤，学道酬

毅”，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德育体系。

校训精神根植于校园环境，育人无声

以校训石—荷花池—校史馆—

冯雪峰纪念馆为文化中轴展示带，辅

以德胜楼、揽月楼、思源广场等寓意

深远的校园建筑命名，结合文化长廊

里的时政专栏、学生寝室楼道内的名

言警句等，义乌中学完成了环境育人

的建模。

校训石的后面是荷花池。“第1

天一朵荷花开，第29天一半荷花开，

第30天荷花满池塘”的“荷花定律”

在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中传播，“诚正

勤毅”的品质也由一届又一届的学生

传承发扬。

高一学生方睿洋清楚地记得第

一次走在校园里，听着每一个景观故

事时的感受：“你能强烈地体会到那

种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氛围，你会

主动去思考怎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向更好的自己。”

校训精神根植于校园生活，育人无形

每天早晨，只要不下雨，义乌中

学操场上跑操的口号声就会惊起林

中的飞鸟。每个学生喊着“诚正勤

毅+班训+精忠报国”的口号，整齐有

序地在操场上跑步。“高一的时候喊

这个口号我还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现

在高三了，觉得这个口号很珍贵。每

次喊口号的时候，我都在提醒自己努

力学习，争取考上优秀的大学，将来

能以我所学报效祖国。”高三学生龚

纬韬说。

每天晚上，学生们回到寝室，或

打扫收拾，或轻松闲谈，相亲相爱就

像一家人。学校制定了《业余党团校

管理制度》《星级团组织评比细则》等

校园德育新制度，创新地推进团组织

进学生公寓，开展“五星寝室”创建等

活动，实现“学生在哪里，团组织就在

哪里”。

学校还将国旗下讲话升级为

“强国课堂”，将每个行政班建设成

国旗班轮流执行升旗任务。每年的

军训和校运会入场式上，学校还严

格选拔并组建“飞行员预备营”，凝

聚爱国之志。

爱国，是义乌中学师生为人求学

的根本。教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学生“精忠报国”，这些日常活

动让校园里涌动着一股浩然正气。

校训精神根植于实践活动，育人无边

对高一学生进行学习方法习惯

与职业生涯规划指导，对高二学生开

展理想教育，对高三学生开展磨炼意

志与心理解压主题活动：针对不同年

级的学生，义乌中学将德育活动以主

题化、系列化形式呈现。

学校还通过课程化的社团活

动、学代会等，培育学生的家国情

怀和使命感。在义乌市人民法院

审判庭举行模拟法庭活动，让学生

切身体会法治精神；校学代会征集

的学生提案上学校党委会讨论，推

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校模拟政

协社团连续多年参加全国青少年

模拟政协活动，撰写的提案递交

2019 年全国两会，被中央电视台、

《浙江日报》和《浙江教育报》等多家

主流媒体关注和报道。

“国事家事天下事，我们不仅关

心、关注，也实实在在地参与其中。”

高二学生吴羿萱说，“每年寒暑假，我

们会到华灿光电等企业单位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感受新时代新青年的责

任与担当，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职

业生涯规划。”

在多彩的活动之外，学校的德

育宣教形式不断转型升级。“我们在

追逐新青年的审美与喜好，努力寻

找德育与新青年的结合点。”校团委

书记宗艺煊说。学生会融媒体中心

开设了“义中团委”美篇号，常规化

推进团员线上教育；疫情居家学习

期间，千名学生参与制作抗疫主题

“云晚会”；“青春直播间”校友线上

访谈活动特邀6名优秀校友分期做

客直播间，开展高效学习和生涯规

划指导，受到《中国共青团》杂志的

关注和报道……学校借助新媒体、

新平台的力量，丰富思想教育的路

径，构建德育大课堂，实现德育工作

线上线下齐头并进、校内校外全面

覆盖。

冬日暖阳下，巍巍青岩山默默守

护着这所沉稳而又充满生机的学校。

“做实德育工作，就是为民族立根。”校

长吴彩军说，“义乌中学的‘根’就是这

4个字——诚正勤毅。”手指所向，金

灿灿的校训石安然横卧，火红色的校

标展翅“奋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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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中学：“诚正勤毅”擦亮品行底色

□本报通讯员 黄玲波

“领巾披上肩，左尖压右尖，右尖

绕一圈，圈里抽右尖……”晚托课上，

嵊州市莲塘小学一（5）班的学生们人

手一块崭新的红领巾，跟着班主任章

莺的示范，一板一眼地学习着少先队

员的必备技能：系红领巾。章莺介绍，

这是本学期劳动自选技能之“生活小

达人”系列活动之一，前几天班上还开

展了劳动必备技能之“我们长大啦”系

列活动。清洗餐具、整理书包，这些技

能看似微不足道，却是刚上小学的一

年级学生顺利完成一天在校学习生活

的必备能力。

在嵊州市莲塘小学，这样的劳动教

育场景每周准时启幕。这是学校推进

“家庭劳动生活化，学校劳动经常化，社

会劳动多样化”的一项新举措——全面

落实“劳动三十六技”家校共育课程的

开发与实施。

从“点上开花”拓展到“面上结果”

一直以来，莲塘小学“小农苑”种

植体验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今年，由

于学校改扩建工程的需要，“小农苑”

被征用，生产劳动基地没有了。今后

学校的劳动教育活动该如何开展？

怎样才能上好劳动教育这门必修

课？这是摆在学校面前的新课题。

劳动教育仅仅是生产劳动吗？答案

当然是否定的，除了生产劳动，劳动

教育还包括日常生活劳动、社会服务

劳动。过去，莲塘小学的劳动教育聚

焦于生产劳动，是“点上开花”，“劳动

三十六技”课程在此基础上作了提升

与拓展，涵盖了劳动教育的各个板

块，属于“面上结果”。

该课程以《劳动》教材的常态化使

用为基线，积极构建着眼于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的“三全”劳动教育体系：面

向全体学生劳动素养提升的“全人”劳

动；涵盖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

务性劳动的“全面”劳动；关注学生小

学阶段劳动技能梯度发展，形成体系

的“全程”劳动。通过劳动教育的生活

化、课程化、活动化实施，引导学生真

正做到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伟大。

从“自我需求”延伸至“社会服务”

“劳动三十六技”着眼于学生劳

动素养的全面提升，关注学生的终

身发展，兼顾学校、家庭、社会 3个

层面，从学生自理能力开始，涵盖班

务劳动、家务劳动、校务劳动、社会

志愿服务等，设置了“我们长大啦”

“我是值日生”“小鬼学当家”“莲娃

美食秀”“我是小农夫”“红马甲行

动”六大板块，呈阶梯性推进。学生

每学年须掌握必备劳动技能6项，小

学6年共计36项。

另外，各年段还有自选技能要

求，各班可以根据班情选择3项以上

的自选技能。比如“生活小达人”系

列中有洗晒衣服、挂号就医等生活技

能，“家乡物产秀”根据嵊州特产推荐

活动有摘桃形李、摘茶叶、炒年糕、包

小笼包等特色劳动项目。这些劳动

项目在关注共性发展的同时，也关注

学生个性发展需求，给学生留有弹性

发挥空间。

从“要我劳动”转变为“我要劳动”

学校还开发了十大劳动教育主

题常态化活动。比如“最美劳动红花

赞”活动，学生自制各式小红花，在双

休日走上街道社区，寻找坚守在岗位

第一线的劳动者，为他们送上一朵小

红花，表示敬意与感谢。又比如阅读

吧的桌椅脏了，校园志愿者纷纷拿上

抹布、板擦，捋起袖子一干就是一个

中午——“爱心公益志愿行”活动贯

穿校园日常。

种种举措不仅旨在帮助学生掌

握劳动技能，更重在培养学生的劳

动习惯，让劳动意识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变“要我劳动”为“我要劳动”

“我爱劳动”。“我家孩子以前啥事都

喜欢动嘴吩咐，现在每天都会主动

帮忙做家务：饭后整理碗筷、倒垃

圾、扫地。这次的‘亲子劳动日’活

动中，还独自去超市购买了蔬菜，真

的是让我们感到非常欣慰。”三（2）

班学生陈科宇的妈妈说，劳动教育

课程让孩子有了变化，必须为这样

的劳动教育点赞。

“劳动三十六技”：
嵊州市莲塘小学这份劳动技能清单有点全

12月20日起，宁波市镇海区除蛟川
街道封控区和管控区范围内的学校和幼
儿园外，其他学校、幼儿园有序复课，让
沉寂了两周的校园再度充满欢声笑语。
图为12月20日早晨镇海区实验小学校
门口，学生们间隔一米排队入校。
（本报通讯员 胡 艳 徐燕南 摄）

遵守一米线
排队返校园

12月17日下午，江山市城南小学第四届科技
节开幕。开幕式上，除了机器人街舞、诗歌朗诵、科
幻画展等展演，还有“拔书”“掌中火”“大象牙膏”
“水火箭发射”等实验演示，更有泡泡秀、空气炮射
击等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比赛项目。这也成为学校
本学期社团项目化学习阶段性成果的集中展示。
图为一年级学生在操场上进行最长泡泡秀比赛。

（本报通讯员 姜雯璐 姜樟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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