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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朝军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国家中小

学智慧教育平台建设与应

用有关工作进展情况。会

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

长吕玉刚在谈及通过智慧

课堂、智慧作业等途径提

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相关

问题时强调，要坚决禁止

强制要求家长和学生购买

终端设备和数字服务，防

止增加群众的经济负担。

随着信息技术的日益

发展，数字化教育服务开

始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

更成为不少学校助推教育

信息化、增加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消除校际差距

的重要途径与载体，对于

扩延中小学生知识面、巩

固课堂教学成果等方面也

有裨益。

但一些不容忽视的

问 题 也 开 始 浮 出 水 面 。

数字服务进入校园，大都

以收费供给的方式出现，

如配备平板电脑等终端

设备，实行网上课堂收费

点播等。而推行有偿数

字服务，往往存在着统一

强制收费的情况。即便

是一些所谓的自愿行为，

背后也是以“实验班”“科

技班”“智慧班级”等名目

裹挟着家长的教育焦虑，

都在额外增加家庭的经

济负担且违背义务教育

阶段不得违规收取费用

的原则，更在无形中助长

部分学生的攀比、焦虑和

自卑等不良心理。

与此同时，数字服务

进入校园后，也面临着中

小学生超时使用电子产

品、触网低龄化等问题。

在不少看似“一触即成”的

现代化技术手段背后，更

是对传统板书、学生书写

等教育教学过程的消解，

长此以往，会产生不容忽

视的负面影响。

更关键的是，随着教育信息化水平的

不断提高，教育部早已建设并启用了云教

育资源平台，而且自今年 3 月 1 日起，“国

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已升级为“国家中

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并投用，各地教育局

也纷纷采取建设局域网和公益教育资源

平台等方式，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辐射面，在这样的情形下，何至

于通过多种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家长花

钱买数字服务呢？

因此，不论是坚守义务教育公益普惠

原则，还是遵循教育规律，校园数字服务都

必须恪守“不得强制”底线。再好的数字服

务其实也不过是教书育人的手段和工具而

已，不强制收费、不强制统一使用才应该是

中小学校园数字服务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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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陈炜炜

15000余个易拉罐，这是绍兴市上

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上德校区二（3）

班学生金玙妍两年来的“积蓄”，也是她

爱心之路的开始。

前不久，金玙妍跟随父母再次来到

城区的一家废品回收站，小心翼翼地将

上一个月积攒的“宝贝”放到了秤上。她

要用这些易拉罐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叮当又来了啊。”回收站店主口中

的“叮当”是金玙妍的小名。尽管只有9

岁，可她已经是这家店的“老客”了。店

主至今仍记忆深刻，从2019年开始，金

玙妍差不多每个月都会来一趟回收站，

每次拿过来的易拉罐都被清理得干干

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一般很少有孩

子愿意到回收站来，这个小姑娘每次都

跟在父母身后，乖乖巧巧的，来的次数

多了，我就认识她了。”店主说。

1个，2个，3个……整整 600个。

“60块，拿好了，叮当。”接过店主手里的

钱，金玙妍高兴地跑回了家，把储蓄罐

里的钱拿出一部分交给了妈妈，“加上

之前积攒的那些钱，可以给邻居阿伯买

点礼物了”。

这次，他们要去看望妈妈老家——

上虞章镇镇越星村的一位村民。这位

村民今年55岁，至今单身，去年11月

初脑卒中后，生活很难自理，他还有一

个70多岁的老母亲。“我们把这件事讲

给叮当听后，她有所触动，问自己能做

点什么。我们告诉她，可以一起去看

看，她一直很期待。这也是她第一次动

用储蓄罐里的钱。”金玙妍的妈妈丁圆

华说。

买了水果、牛奶、油，再加上爸爸亲

手烧的菜，金玙妍跟父母一起踏上了回

章镇的路。一到目的地，金玙妍迫不及

待地将手中的礼物塞到了邻居伯伯手

中：“伯伯，这是我用自己积攒的钱买

的。”邻居丁大伯激动地握住了金玙妍

的手。

“帮助人挺快乐的，我还要继续收

集易拉罐，尽己所能帮助更多的人。”金

玙妍有感而发。

金玙妍的易拉罐收集之路始于幼

儿园大班。原来，她的父母经营着一家

餐饮店，懂事的她从小就会帮父母干点

力所能及的事。有一次，金玙妍想要买

玩具，父母适时引导：“你看看，能不能

帮爸爸妈妈做点事情，我们适当地给你

奖励。”就这样，金玙妍开始了她的易拉

罐回收之路。放学后的闲暇时间，看到

客人就餐后有不少易拉罐留下来，她都

会自告奋勇地清洗、收集，并一直坚持

到现在。

“以德为美，培育拥有美好品德的

人，是我们办学的初衷。”上德校区执行

校长叶柱说，疫情期间，懂事的金玙妍

还和父母一起，连续4天为防控一线人员

送上共计135份热腾腾的夜宵，“金玙妍

的爱心善举正是我校践行‘上德若谷’校

训的生动案例”。

□本报记者 杨 倩

“大家注意，记录周期为每周五

到下一周的周四；数据以‘分钟’为

单位，取整数；老师如果在布置作业

时没有标明预计时长，你要提醒老师

补上……”

3月4日中午12:00，浙江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附属实验学校的会议室

里，48名学生围坐一圈，专注地聆听学

校教科室主任周颖讲解如何填写学校

教学常规与作业管理登记表。原来，

这48名学生是该校的“作业负担风向

标”，正在参加本学期第一次“作业负

担风向标”学生圆桌会。

“双减”政策不仅对教师布置笔头

作业的时长提出了要求，还指出要“健

全作业管理机制”“分类明确作业总

量”，以及“发挥作业诊断、巩固、学情

分析等功能”。于是省教科院附校从

疫情防控的“健康码”中汲取灵感，创

新性地设计了一套基于“风向标”的学

生作业公示制度，于上学期率先在五

年级和七年级两个年级中试行。

经过一学期试行，该制度不仅实

现了作业公示的目的，还有效地促进

了各学科作业时长的统筹协调，推动

了作业布置向着关注学生成长与诉

求、体现素养的方向发展。该制度也

因此于今年年初入选浙江省第二批

“双减”优秀实践案例。

“作业风向标”：学生也是校园管理者
去年，“双减”政策落地后，省教科

院附校对一至九年级学生的课后作业

情况作了调查。调查显示，虽然近几

年一直提倡给学生“减负”，学校也早

在2011年就开始推行诸如周一至周

四每天有一门学科不布置课后作业的

“作业限行”制度，但学生的作业负担

仍是个模糊的概念，作业时长与作业

量未实现有效控制。

为了清晰地掌握学生的作业负担，

学校想到了设置“风向标”——在每班的

前段、中段、尾段学生中各选取1名学生

作为“风向标”，每天记录下自己完成各

学科课后作业所需的时间。同时，为了

充分展现这3类学生的不同特点，学校

还将其分别任命为“首席作业质量员”

“作业负担督察员”和“好习惯宣讲员”。

“记住，你们都是学校不可缺少的

作业管理学生干部！”圆桌会上，周颖

向学生们强调。作业公示制度试行一

学期收效不错，本学期便在全校推行

开来，共80名学生成为“风向标”。2

月25日与3月4日，学校针对不同学段

的学生特点，分2批召开了本学期的第

一次圆桌会。会上，周颖向新加入的

“风向标”学生详细介绍了作业时长数

据统计的规则及不同“风向标”身份的

职责。

“首席作业质量员”负责监督教师

作业布置的质量，“需要如实记录每天

各科课后笔头作业的难度、多样性，是

否有分层次的选做作业，并且汇总班

级人均作业时长”；“作业负担监察员”

负责反馈大部分学生作业情况，记录

是否有拖堂行为的学科，以及是否有

违反“作业限行”的学科；“好习惯宣讲

员”则通过宣讲好习惯，向同学传达养

成习惯的意义。以3月为例，学校定下

的“本月好习惯养成重点”是“两

读”——“晨间朗读声音响亮，落座即

读；课前诵读内容明确，齐读响亮”，

“好习惯宣讲员”需要记录自己是否展

开宣讲、是否以身作则、是否鼓励身边

同学养成这些好习惯等。

“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用的，在

我的宣讲、带头之下，我们班的同学学

习习惯明显变好了。”五（3）班“好习惯

宣讲员”于佳琪告诉记者，在她的带动

下，班上的同学会积极加入晨间朗读。

而为了更好地鼓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增强自主管理能力，学校还从

本学期开始新增“学习行规示范员”。

这个“风向标”要以身作则成为班级的

行为规范示范者，并关注班上同学的行

为规范达标情况，督促同学改进学习行

为规范。“比如3月的改进重点是听课时

手放桌上、抬头听课、认真笔记、积极互

动这4个方面。”周颖介绍。

“作业健康码”：倒逼教师完善作业设计
“星期一语文作业教师预计时长40

分钟，实际时长36分钟；数学作业教师

预计时长 30 分钟，实际时长 20 分

钟……周一至周四平均每天笔头作业

时长35分钟。”在圆桌会开始前，教导处

已经收到率先开始记录作业时间的五

至八年级各班“风向标”学生记录的作

业时长数据，开始马不停蹄地制作“班

级作业健康码”。在接下来一周的教工

大会和年级会议上，教导处将把各班的

“作业健康码”情况，以及在圆桌会上收

集到的学生对作业设计的意见和建议

提交给对应的教师。

“以三至六年级为例，日均课后笔

头作业总时长50~70分钟为绿码，时

长小于50分钟是黄码，大于70分钟则

是红码。”周颖向记者介绍“班级作业

健康码”的赋码标准，“‘双减’政策提

出作业不超过60分钟，但是学生做作

业有快有慢，难道做了61分钟就算超

标了吗？我们觉得不能这样‘教条’，

所以本学期学校调整了赋码标准，可

以上下浮动约10%。”

除了以班级为单位形成的“作业

健康码”，教导处还会横向统计各类

“作业风向标”学生的数据，形成“层次

作业健康码”。

“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同一份作

业，班里的‘作业负担督察员’和‘好习

惯宣讲员’的反馈信息均为绿码，而

‘首席作业质量员’的完成时间却是红

码——不能在教师预计的时长里完成

笔头作业。找到学生、任课教师调查情

况，才发现这是一份实践性作业，担任

‘首席作业质量员’的这名学生思考得

更深入，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走访，所

以作业时长超标了。”提及“层次作业健

康码”，校长唐宇红举例说，“这样可以

有效检测作业的布置对不同能力层次

学生的适配度”。

通过“两码”，学校实现了对作业

数量和质量的监管，同时有效倒逼教

师研究作业设计。“刚开始推行这一制

度时，有一些教师感到紧张，就像担心

自己的健康码变黄、变红一样，看到作

业码不是绿色就着急。”五年级年级组

组长、数学教师董渔透露，“但其实作

业的‘减负’工作我们一直在做，只是

现在布置作业时就要把学生的完成时

间预估好，并且要多花点精力设计分

层次的作业，让各档学生都能‘吃饱’

‘吃好’，能力得到有效锻炼，做好了这

些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以前每天的语文作业需要25分

钟左右，现在差不多是20分钟。”七年

级语文教师卢程佳说自己现在布置的

作业比以往少了，因为“各学科之间要

统筹考虑，基本上每科都自觉控制在

20分钟”。至于如何科学地给作业“瘦

身”，她指出，自己在设计作业时会更

全面细致地考量，“有些内容就在课堂

上练一练”，设计的作业也更精致了，

“一些相似的、有关联的作业，就把它

们整合起来”。

“教师给出完成作业的预估时间，

学生对照着做，会更有时间观念。”

七（4）班班主任胡诗宇说，作业公示制

度推出后，学生成长明显，“自主性变

强了，自习课效率更高了”。

“之前还有‘作业风向标’学生在

圆桌会上反馈手抄报太多了，不喜欢

这样的作业。我们也在教研活动中进

行反思：各科都喜欢布置手抄报，到底

需不需要这么多手抄报？”唐宇红说，

“我们就是想通过‘风向标’‘作业健康

码’，把学生推到学校管理的前线。教

学相长，教师能从学生的建议中得到

启发，从而改进教学设计和作业设计，

提高课堂效率，促进学教转型。”

近日，由缙云县团委、司法局、普法办共同举
办的“法治进校园”活动走进湖川小学。47名学生
围坐在操场上，告别传统的“小板凳+大礼堂”形
式，通过“法律套圈”“法律冲冲冲”等游戏形式“趣
学”法治知识。图为学生们正在进行“法治拼图”
游戏。
（本报通讯员 吕佼欣 潜 壮 杜益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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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名学生成为“作业负担风向标”
省教科院附校倒逼教师完善作业设计

两年多来卖掉15000余个易拉罐
9岁小女孩的爱心之路

本报讯（记者 金 澜）3月2日，

记者来到温州市未来小学教育集团

南瓯校区的走廊，一组组由各种动植

物搭配而成的小景观映入眼帘，寻常

的过道洋溢着生命的律动，而这正是

学校独具匠心的“方寸瓯园”。

原来，学校教学楼的2~5楼走廊

除了正常过道，每隔6~7米就有一个

3平方米左右的凸阳台，凸阳台正好

面对各班级的大门。这方小天地该

如何利用呢？学校提出了“方寸瓯

园”的创意，号召每个班级承包门前

的3平方米。

很快，学生们就行动起来。在现

场，记者看到，有的班级主打环保风，

将废旧轮胎和草编篮筐涂色后拗了造

型，并摆上盆栽加以点缀；有的班级酷

爱海洋元素，不仅在地面铺上了白色

小石子，还把同学们的心愿卡串起来

组合成挂帘，远远看去像极了一片片

洁白的贝壳；还有的班级把门前的小

天地变成了迷你动物园，手工制作的

长颈鹿暗藏着“一鹿（路）向前”的好寓

意……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除了美观，“方寸瓯园”还成为学

生们开展实验探索的伊甸园，如有机

肥制作、营养液配置、杀虫剂调配

等。实验之余，学生们还用图片、文

字等多种方式记录下了植物的生长

过程，为它们建立生长档案，锻炼了

语文、美术、信息技术等学科技能。

伴随着“方寸瓯园”的不断完善，

学校还衍生了蔬菜义卖、网红打卡、

导游解说等活动，并建立了配套的评

价机制。据悉，目前“方寸瓯园”实践

项目已成体系化，下设五大模块：场

景打造、创意种植盆、快乐种植、精心

养护、爱心分享。“小小的‘方寸瓯园’

促成了丰富、多元、体系化的新劳动

教育课程建设，为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达成育人目标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和有力的依托。”在校长季迅群看来，

这方小天地是学校的福地，还有更多

的育人功能等待开发。

“方寸瓯园”背后的教育良机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来临之际，宁海县西店镇香岩小学的学生们精心策划了
一场特别活动——致敬最美食堂阿姨。他们穿上食堂工作服，与食堂阿姨们一起验
菜、洗菜、分餐，体验食堂工作的不易。之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自制护手霜，并
为食堂阿姨做手膜，以保护她们因日常工作而变粗糙的双手。

（本报通讯员 叶明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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