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放寒假前，记者参加了海曙区

广济中心小学的寒假实践手册启
动仪式。

该校推行“读游经典”项目已
有十余年。所谓“读游”，即一边读
书，一边游历。而假期，正是孩子们
进行“读游”的好时候。学校倡导尽
量少布置或者不布置笔头作业，让
学生去行路，去阅读。

这次，该校发布了“浙江优秀
先贤读游地图”，遴选了来自浙江
省9个地市、宁波市10个区（县、
市）的30位先贤。记者看到，这份
地图里有鲁迅、钱学森、王安石、屠
呦呦等各领域的杰出人物，都是孩
子们学习的榜样，地图上，每位先
贤都有一个与之契合的“读游点”。
学校引导学生们追慕先贤，在游历
相关地点后完成读游笔记。

“走读浙江先贤，可以让学生
以知行合一的方式，亲身触摸历
史，感受先贤的智慧与魅力，从而
激发内心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
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
团队合作精神。”该校党总支书记
黄铁成说。

鼓励学生走出去，形成个人体
会，这样的作业每一份都是独一无
二的。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的四年

级学生也有一项类似的作业——
绘制月湖地图。

据该校语文老师徐维尔介绍，
这个“地图”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

“地形图”，而是让孩子们依据各自
的兴趣制作各种主题的地图。比
如，对植物感兴趣的，可以制作月
湖植物分布地图；对建筑感兴趣
的，可以制作月湖建筑地图。还可
以根据不同地图的受众人群，制作
给幼儿园小朋友的月湖植物涂色
地图，给摄影艺术爱好者的月湖风
光艺术地图等。

“每年假期，我们都会鼓励孩
子走出户外，跳出课本，走进博物
馆，综合运用各种学科知识，去更
深入地了解我们的家乡。”徐维尔
说，新课程标准理念下的学习需要
打破学科、学习场景的界限，培养
具有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能力的
学习者，这次的作业就是基于这样
的考虑。

403班郑听岚小朋友打算绘
制一张“月湖夜跑地图”。“我爸爸
是宁波市长跑协会的成员，所以我
想和爸爸一起，绕着月湖一边跑一
边设计路线，告诉大家不同的路线
会看到怎样不同的风景。”郑听岚
说。

越来越注重“行万里路”

跟着“读游地图”去打卡 布置“家庭科探空间”

花式寒假作业里，藏着各种讲究
放假，是学生们最期待的事情。随着“双减”的有效落地和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学生们的假期作业，也从练习册、

作业本，变成了一项项实践性强、能体现学生综合素养的花样作业。

用镜头记录中国年、利用废旧材料制作蛇形装饰品、制作游历视频、秀一秀我家的年夜饭……记者采访了多个学

校，发现现在的寒假作业形式丰富、富有创意。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林桦 通讯员 沈芝

现代金报 别样寒假 A07
2025年1月24日 星期五 责编：俞素梅 张亮 美编：张靖宇 审读：邱立波

晚清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主张革除弊政，洋溢爱国热情，荐读作品《己亥杂诗》

南宋著名理学家、文学家，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荐读作品《近思录》

元末明初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明朝开国元勋，荐读作品《卖柑者言》

清代文学家、词人、学者、藏书家，浙西词派创始者，荐读作品《走进朱彝尊》

晚清著名学者、儒生，专力治经，尤精于“三礼”，荐读作品《走进黄以周》

千年名门望族，以卓越的文化贡献、深厚的家族底蕴著称，荐读作品《钱氏家训》

以孝义治家闻名于世，十五世同居共食长达360余年，荐读作品《郑氏规范》《郑氏家仪》

七年级的学生要从年夜饭的餐
桌上选择两三种动植物，研究它们
的形态结构、生理结构等，并介绍这
些食材的科学知识；八年级的学生
要利用自己所学的物理知识，制作
一个简单的小发明；九年级的学生
要了解家中使用的能源类型，分析
能源使用效率，提出优化建议……这
是象山县殷夫中学的“实践”作业。

该校办公室主任欧吉科表示，
寒假开始了，希望学生们可以发现
生活中的科学，利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科学”早已不
是“副科”，而是关乎学生能否得到
全面发展、科技素养高不高的一门
重要学科。因此，很多学校在假期作

业中，都不忘加上能提升科学素养
的“作业”。海曙区高桥镇中心小学
布置给学生的其中一项作业是布置

“家庭科探空间”。孩子们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在家庭一角开辟一个
可以进行科学探究的空间。

这项作业对 502 班崔晏驰而
言，早已圆满完成。他已经在家里打
造了一个科探空间，“我会用显微镜
观察微观世界，看看树叶的细胞、水
中的微生物。我还尝试连接各种电
路，让小灯泡亮起来，制作简单的电
动小玩具。另外，我还准备了一些化
学实验的基本器材，像烧杯、试管、
滴管等，做一些简单又安全的化学
小实验。”崔晏驰说，这个寒假，他会
在家里完成更多感兴趣的实验。

B 越来越注重“科学教育”

“听走书、编走书，这个寒假我
们给学生布置了一项特别的音乐作
业。”象山县塔山中学校长潘家琪
说。

据介绍，“象山走书”是由佃农
在田间劳作时所唱的小曲发展而来
的，采用象山方言说唱。虽然是本地
的传统曲艺，与学生们的生活近在
咫尺，但如今的孩子很少会主动接
触它、学习它。

潘家琪认为，如果直接将这种
古老的传统音乐纳入课堂学习，很
难激发学生的兴趣。因此，学校精心
策划，通过寒假项目化实践作业的
形式，引导学生深入“象山走书”的
艺术世界。同时，鼓励学生通过采访
民间艺人、查阅地方文献、观看相关

演出等多种途径去了解“象山走书”。
“在放假前，我们还特地邀请了

象山走书民间艺人，让他们感受民
间音乐的魅力，激发他们的兴趣。”
潘家琪说，春节期间，各地会有很多
庆祝活动，“象山走书”之类的音乐
表现形式较多，希望学生能关注到
象山本土的曲艺文化，对家乡产生
更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还采访到
许多具有“家乡味道”的作业，比如
制作鱼拓、画一张家乡过年的画、做
一道家乡菜等。

寒假来临，这些“花式”寒假作
业无疑会让假期更加充实，期待同
学们在假期中都能交出一份满意的

“答卷”。

越来越注重“立足家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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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山县塔山中学邀
请象山走书艺人给学生们
表演。

▲

崔晏驰家里的“科探
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