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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芝英小学 黄徐君

上学期末，许多TikTok外国用户涌

入小红书。美国教师同行发布的“美国

小学教师的一天”“美国高中生的一天”

等视频吸引了我的注意。

点开视频，映入眼帘的是可以赤脚踩

在上面的地毯、五彩斑斓贴满学生作品的

墙面、温馨而有创意的教室功能分区、适

合小组合作学习摆放的半圆形课桌、写满

课堂规则和思维提示的大字表格……这

些视频中的美国教室充满生机。

在与美国教师的深入交流中，我逐

渐发现，美国的教室布置并非随意的装

饰，而是基于教学理念和深思熟虑：不同

于我们常见的“智慧黑板+黑板报”固定

组合，美国教室的墙面不是展示墙，而是

学习场，更像动态生长的知识森林，冲击

着视觉神经，跳动着思维火花。

在美国教师艾米丽分享的照片里，

我看到墙面上既有展示解题过程的“思

维路径图”，也有用不同颜色批注的草稿

纸陈列，甚至还有学生用便利贴记录的

“失败实验启示录”。

例如在数学区，墙面被划分成“猜想

验证区”“错误分析区”和“创意解法展示

区”3个板块，学生用磁贴将自己的解题

步骤分阶段展示，教师用不同颜色标注

思维亮点，学习设计充满了过程的可视

化。学习成了可触摸、可追溯的成长轨

迹，而不再是藏在作业本里的秘密。

美国教室的桌椅会“跳舞”，颠覆了

我对“教室标配”的认知。在艾米丽的视

频日志里，教室桌椅如同被施了魔法的

积木：晨读时围成温馨的读书角，数学课

变成6个协作岛，戏剧课又神奇地转化

为环形剧场。桌椅的不同组合摆放使学

习空间充满弹性，而它的底层逻辑是“以

学定教”的教学理念。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波士顿某小学的

教室功能分区。在阅读角，鹅卵石造型

的懒人沙发旁，挂着学生自制的“好书漂

流卡”，木质书架上分类标注着“让我笑

出声”“想分享给朋友”“读三遍还想读”

等个性化标签；科学区摆放的自制天气

观测仪尽管看上去不太靠谱，但散发着

学生天真可爱的求知欲，而一副用便利

贴组成的食物链图谱，让我感觉到学习

的缤纷色彩和呼吸温度。

此外，教室里还有严谨的数学区、有

趣的手工制作区等功能分区。

反观国内，近几年跨学科学习和项

目式学习在教育领域被大量宣传，但秧

田式的桌椅摆放依旧没有改变。如何让

学习现场与教育理念相匹配？值得每一

个教育工作者思考。

一、让四面墙活起来
以前我总觉得教室墙面就是挂黑板

的地方，现在我想让每面墙都变成会教

书的“小老师”，做法如下。

主墙变学习地图：黑板旁边装上磁性

白板，把每节课的重点做成彩色磁贴。比

如学《西游记》时，左边贴人物关系图，右

边贴学生们画的取经路线。下课也不擦

掉，让知识像拼图一样慢慢累积。

后墙改成果展板：把固定黑板换成

能移动的展板。上周学生研究了“校园

植物”，我就让他们把观察记录、树叶标

本都钉上去；下周要学数学测量，这里又

会变成“身高密码”主题墙。

侧墙开心情驿站：准备几个软木板，

挂上“今日小确幸”“我的疑问泡泡”两个

布袋。早上学生们进教室时，可以往里

面投小纸条。周五班会我们就打开布

袋，一起解决那些有趣的问题。

二、桌椅摆出新花样
看到美国教室里灵活多变的桌椅摆

放，我也偷偷量了教室尺寸，画了好几张

设计图，将桌椅组合为多种模式。

晨读模式：把6张桌子拼成一朵花，

全班18张桌子就是3朵花。花心铺上蓝

色地毯，形成“读书湖”，学生们可以利用

坐垫围坐一圈，让晨光洒在书本上，开启

晨读模式。

分组模式：桌子3张一组，全班形

成6个小岛，每个岛配一块小白板，用

于小组学习时的讨论和展示。上学期

有一节数学课学分数，第3小组把桌子

拼成披萨形状，还用彩纸做了一份“分

数披萨”。

个别辅导：在教室角落支起折叠桌，

摆上两把彩色小椅子。教师给学生个别

讲题时，再也不用弯腰凑在课桌旁。

三、教室变探索基地
最让我得意的是书架后面的“秘密基

地”，柜子挡板放下秒变手工台，抽屉里藏

着象棋盘、科学观察盒。学生们发现这些

机关时，他们的眼睛都是亮晶晶的。

以前我总觉得教室就是上课的地

方，现在我想让每个角落都充满探究的

味道。

读书角大改造：淘汰旧书柜，换成富

有设计感的矮书架。按“哈哈大笑”“神

奇冒险”“温暖故事”分类摆书，再放几个

学生们带来的卡通坐垫。

灵感驿站：后门边挂3个玻璃罐，分

别装着“数学小问号”“汉字小迷宫”“成

长小烦恼”不同主题的字条。每天放学

前，值日生会整理这些学生提出的问题，

其中有些我们会在下周当堂解决，或设

计成好玩的学习游戏。

创意展示墙：教室外面的走廊墙也

要利用起来，贴上可擦写膜，谁有突发的

灵感都能直接在上面涂涂画画。有一次

课间，我看见几个学生画了一个“未来教

室”，有会飞的桌椅、能结知识果子的树，

看得我直乐。

四、让环境成为第三位教师
紧张的期末复习阶段，我和学生们

商量了教室改造计划。我们的“空间魔

法”计划将在新学期启动。

把笨重的讲台换成带滑轮的移动工

具站；给四面墙穿上磁吸白板的新衣，学

生们的创作哪怕是涂改过的草稿都是墙

面的勋章；图书角已经腾出位置，等着安

放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卡通坐垫。

后门的“灵感驿站”是最让我期待

的。我想象着，当春风吹动3个玻璃罐

上叮当作响的“知识风铃”，或许会惊醒

某个沉睡的奇思妙想。

一位美国教师告诉我：“环境是教

室里的第三位教师。”我仿佛看见阳光

从窗外照进教室，在地毯上投下桌椅和

学生的影子，墙面上的思维导图正在蓬

勃生长，学生们被图书角的云朵灯温柔

地包裹……

上学期我们已经做了几个小项目，

如“我当出卷教师的一天”和“我当阅卷

教师的一天”，小组讨论时的草稿和学生

已完成的试卷成品，还有“考生”和“阅卷

教师”热火朝天交流的照片，静静地躺在

我的手机里。

新学期开始后，教室将成为我的“助

教”，它将用会说话的墙面教学生勇敢展

示，用会变形的桌椅教他们灵活思考，用

充满创意的角落教他们深度探索。

□张延银

假日的阳光洒在正在举办公

共艺术装置展的现场，作品用铁

管、铁板、渔网、绳子、饮料瓶等废

旧材料制成，表现海草、珊瑚、水母

等意象。玻璃瓶中的镭射纸在落

日的余晖下，折射出如梦似幻的光

影效果。

抵达这个现场的学生无疑是

幸福的，他们在一件件作品前驻

足，目光中闪烁着好奇与惊叹。策

划团队还在现场讲解设计理念和

创作故事，艺术的神秘面纱在学生

们的眼中缓缓揭开。我听到一个

一个心灵被轻轻打开的声音。

“今天收获很大，完全改变我

对艺术的理解，原来普通的材料可

以这样用来表达自己的思考。”

“任何一种材料都有价值，但

需要有创造力的人赋予它。”

“我很羡慕创作者们的那种投

入的状态，开心而自在。”

……

学生们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艺术只有在现场才能被看

见，被感知。”领队的美术教师在我

耳边轻声说道，“美术组已经开始

策划新学期在校园中发起装置艺

术创作。”

我不禁感慨，这半天的假期游

学竟然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我顺着她的视线，仿佛透过作

品看到更深层的东西——有价值

的学习无疑是一场新鲜而充满惊

喜的旅程。

这半天的几个小时，学生们没

有做成一张试卷，是不是浪费呢？

不，他们的灵魂得到了滋养。这不

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一种能力的

培养、人格的塑造与意义的探索。

它让每一个个体悄然改变，在成长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对他人也

产生积极的影响。

学生们盼望的寒假到底是学

期的延续，还是一段真正意义上

属于自己的时光？这并非一个新

话题。

假期往往被描述成在课业上

“弯道超车”的最佳时机。许多学

生的假期尚未开始，假期计划已经

被补课清单排得密不透风。假期

是应试标准主导下一个单调的、无

想象力的故事。家长感觉自己被

掏空，学生更觉得压力山大，疲惫

不堪，毫无自由，几乎窒息。

在无底线的教育内卷背景下，

如何选择与安排学生的假期生活，

考验着我们对生命的真实态度。

“假日”应该是“庆祝”“闲暇”

甚至“躺平”的同义词，是硬质时间

包裹下学生所需的柔软缓冲期，也

是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一个疗愈的

关键期，是对生命个体睡眠、饮食、

游戏、探索、沟通、自我证明等基本

需求的一种尊重。

每一个灵魂都需要不断地通

过调适获得完整，而对学生假期时

间的侵占就是一种失序。因良好

规划而得到深度满足的身心，将会

以主动灵动、积极饱满的状态迎接

满园的春色。

假期的意义在于让学生从纯

学科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回顾、剖

析并实现自身的成长，并且与更丰

富的世界发生联结。因此，假期采

用何种节奏与方向显然比学什么

更重要。

寒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如果

学生无法摆脱知识的束缚，无法向

世界敞开胸怀，无法投身于热烈的

生活，无法随心所欲地体验，那么，

所谓“主动学习”的能力终将被搁

置，更遑论在新的学习阶段“爱上

学习”。

我为及时捕捉并获取社会美

育资源的学校美术组点赞，为收到

通知后自愿带孩子前来观展的家

长们点赞，他们通过了“相信孩子”

的能力考验，成为学习意义和学生

心灵的塑造者。

（作者为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
集团附属小学党支部书记、副校长）

友谊墙
□杭州市学军小学 黄小妍

良好的同伴关系能够为学生提供安全感和

归属感，并激发他们的成长动力。然而，在日常

观察中，我发现并非所有学生都有很强的沟通

能力，尤其是那些在各方面相对弱势的学生，他

们在与同学的交往中容易被孤立或边缘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决定从教室环境建

设入手，将教室的一面墙打造成“友谊墙”，让

“团结友爱”这一理念具象化，促进学生之间的

互动与融合。

在“友谊墙”的上方一侧，展示了关于友谊

的历史故事和诗词成语。如介绍了管仲和鲍叔

牙、蔺相如和廉颇、李白和杜甫等惺惺相惜、彼

此信任、超越个人得失的友情。

此外，还张贴了“高山流水遇知音”“海内存

知己，天涯若比邻”等诗句书法，传递了友谊的

深厚内涵。

另一侧展示了我抓拍到的友情瞬间：下课

时一起玩耍、帮生病的同学打饭、学习时互相

帮助……这些照片生动地呈现了平时在校园

生活中的感人场景，让人真切感受到同窗之情

的可贵。

为了让教室充满家的温馨氛围，我收集了

全班学生的公历生日，按照日期先后顺序制作

了班级大家庭的生日表，张贴在“友谊墙”的中

心位置。

生日当天，我们会为小寿星戴上生日帽，送

上生日祝福，全班一起唱《生日歌》。虽然省去

了蛋糕和礼物，但学生们会因这份心意，生发出

更多集体归属感。

如果某个学生的生日恰逢双休日或节假

日，可以任选一天补过生日。

在“友谊墙”的下方设有“点赞区”。班级中

出现的优秀榜样、好人好事，或者某个学生在某

方面取得的进步，都可以由学生或教师写在便

利贴上，收获大家的点赞。

每周五放学前，我们会在全班汇总、宣读、

点评墙上的点赞贴，在让被点赞学生的优秀表

现发扬光大以外，也表扬那些创建点赞贴的学

生，表扬他们善于发现他人优点、懂得欣赏和

感恩。

为了扩大受益面，每周五上午会进行抽签，

从本周未上榜的学生中随机抽取几位，让大家

说说他们的点滴进步之处，并当场点赞。

一 面“ 友 谊

墙”，让每一个学

生都感受到集体

的温暖，学会珍

惜，懂得关心，让

班级氛围变得更

加和谐。

赵占云
寒假作业的合理布置

能够丰富学生的假期生活，

但不应限于书面形式，还应

包括如运动、趣味活动、手

工制作等多种类型。确保

这些作业的质量需要有效

的检查机制，然而，在寒假

期间，直接批改的常规检查

方式难以实施，作业质量肯

定会下降。

当前，不少教师利用钉

钉、作业帮等在线平台进行

作业打卡和反馈，虽然解决

了远程监督的问题，但也存

在学生接触手机时间增加

的弊端，学生会以完成作业

为名延长使用手机的时间。

龙泉许东宝
传统的寒假作业通常

以纸质练习册为主，便于教

师在开学报到时收集批阅，

并给予评优奖励或举办优

秀作业展览，以促进学生之

间的相互学习和激励。

然而，若家长未能对孩

子进行适当的监督与指导，

使得孩子忽视了作业的重

要性，等到临近开学才匆忙

补做作业，即便布置的作业

再好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部分有经验的教师会

在假期中通过电话或视频

家访等方式，了解学生作

业进展情况，并适时提供

帮助。

寒假作业不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成果的一种

方式，更是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和良好学习习

惯的重要手段。教师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交流，

督促家长通过合理的安排与有效的监督，协助孩

子完成作业，让寒假作业真正发挥其应有的教育

功能。

张祖平
在布置寒假作业之前，我会想好检查作业的

方法。基于平时对学生学习态度的了解，我大致

清楚哪些学生可能不会认真对待寒假作业。

当前有许多搜题 App，再加上 AI 的横空出

世，学生很容易通过拍照上传答案至小群组来完

成作业。因此，辨别传统书面作业是否由学生独

立完成已非易事。

针对个别学习较为认真的学生，我会布置几

张英语试卷，并让他们按照中考的规则，用下午

的时间独立限时完成。此后，我会把事先录制好

的讲解文件发给他们，让他们自己校对。

对于大多数学生，我倾向于请家长拍摄几段

孩子朗读或背诵英语的短视频，并利用相关软件

自动为视频添加字幕。学生可以通过字幕验证

自己的发音是否准确。这种提交方式可查，可

评，可分享。

此外，我还利用自己的编程特长，制作了一

些MP3文件，供学生随机听写（学生收到的听写

内容各不相同），从而减少抄袭答案的可能性。

葛永锋
高中生的寒假作业大多由教研组或备课组

统一安排。选择题的答案通常通过平板电脑提

交，综合题的答案则以图片形式上传，教师可以

在平板电脑上对作业进行查阅、批改、催交。

然而，这种方法存在一个明显的弊端：部分

学生会上网查找答案，或与同学分享答案，导致

答案雷同率较高，学生独立思考的机会减少。

布置寒假作业的初衷是希望学生在假期中

能够保持一定的学习状态。但是，放假期间，学

生的学习环境发生变化，学习的动力、兴趣、效率

也随之改变。

因此，寒假作业的设计应当不仅是为了让学

生在休假的同时有所收获，还需要充分考虑教育

目标、学生特点、家庭环境、假期特性等多方面因

素，设计出既能吸引学生又能促进其动手动脑、

调动必备知识并提升关键能力的作业。

例如，地理学科的寒假作业可以这样设计：

要求学生记录与所学知识相关的新闻事件，并尝

试解释这一事件，然后制作成PPT，在返校后与

同学们分享；或者让学生观看一些地理纪录片，

如《航拍中国》《大国重器》《地球脉动》《国家公

园》等，从中挑选一集，尝试编制试题并附上参考

答案。

本话题可继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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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红书上向美国同行学教室布置

寒假能否从“学期延续”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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