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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 久久为功推进“双减”合力奏响教育强音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双减”是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重要途径。
“双减”落地2年多来，万州区教育系统深刻领会“双减”精神，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提升课堂教学水

平、构建高质量作业体系“双轮驱动”，全面提高课堂教育教学质量，研制出义务教育阶段12个学科作业——《智慧作业
ABC》，推动“双减”工作落地落细。

乘着“双减”春风，万州区在教育的土壤里深耕细作，全区教育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方向前进，优质教育“遍地开花”，绘制出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教育强区的美丽蓝图。

万州区百安小学
打造百变“家长课堂”家校携手共促“双减”

一千个孩子背后就有一千个职业、专长和阅历各不
相同的家长，他们是孩子们身边最宝贵的教育资源。

为了促进学校与家庭教育的深度融合，发挥家校共
育作用，同时也为丰富课后延时活动教育形式，万州区百
安小学常态化开展“家长课堂”活动，邀请家长走进课堂、
站上讲台，进行知识讲授或技能传授。

消防安全教育、交通安全教育、应急避险常识科普、
园艺种植、手工编织、中医小常识、厨艺大比拼、轮滑……
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家长，带来一节节精彩纷呈、
各具特色的精彩课程，为孩子们打开不一样的知识之窗，
激发了孩子们探索欲望和学习热情。

此外，学校还通过家长开放日、家长会等方式，让家
长亲眼目睹孩子在学校的学习情况，了解老师的教育教

学活动内容和方法，鼓励其参与到教育教学中来，积极建
言献策，形成教育共识，夯实家长落实“双减”的定力和信
心，为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营造更优质环境。

快乐的非遗剪纸课堂

万州区电报路小学
“思政”赋能育英才“双减”落地培素养

“古有‘大禹治水’，今有三峡工程。百万移民，举家
搬迁，感动中国……”在电报路小学大思政课中，学校党
委书记何光君讲述着三峡移民壮举，鼓励学生们牢记三
峡移民精神，努力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
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电报路小学认为，小学阶段是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
重要时期，只有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引导学生把爱
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人生选择和现实行动，才能进
一步激发“双减”的内生动力。

学校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以《道德与法
治》课程为切入点，在各学科课堂中融入思政教育；充分
挖掘地方特色资源，努力推动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
合，精心打造了“小脚丫”大思政课系列课程，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课程“浸润式”思政教育将思想政治理论内化根植于

学生的内心，生成强大的内驱力，形成班风正、学风浓、校
风纯的良好氛围。学校先后获得全国红旗大队、全国优
秀少先队集体、重庆市文明校园、重庆市中小学德育品牌
学校等荣誉称号。

大思政课上，学校书记向同学们讲述三峡移民壮举

万州区分水中心小学
打造“一园二馆三课程”劳动教育蔚然成风

手提篮子，采摘胡豆、豌豆；手持挖锄挖坑施肥，为果
树松土除草……分水中心小学勤耕园里热闹又忙碌，各
类劳动实践进行得如火如荼。

“劳动教育是贯穿每个孩子一生的必修课程。”学校
负责人陈清华说，为深化落实“双减”工作，培养学生崇尚
劳动的意识，学习基本的劳动技能，学校结合校园实际，
打造“一园二馆三课程”，让学生在劳动中学习和成长。

“一园”即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勤耕园，“两馆”
即多功能厨艺体验馆和农耕文化展示馆，“三课程”即校
本《春华秋实》种植课、《美滋美味》厨艺课、《小鬼当家》生
活课。通过“一园二馆三课程”引导学生体验挖地翻土、
播种菜苗、收获采摘等种植活动，学会做冰糖葫芦、万州
烤鱼等美食，掌握收拾床铺、整理书包、清洁教室等基本
生活技能。

分水中心小学不断拓宽劳动教育渠道、丰富劳动教
育内容、提高劳动教育实效，构建了完善、丰富的劳动教
育体系，学生乐在其中，良好劳动习惯蔚然成风。

孩子们在厨艺馆包饺子

万州区赶场初中
金钱板声响校园 非遗传承有新人

“金钱板一拿，大家听我把话插。设小组，办社团，激
情竹板满校园……”冬日里，在赶场初中金钱板社团里，
传来阵阵明快的节拍和朗朗上口的唱词。

赶场初中位于万州区11个乡村振兴重要支点培育
镇乡之一的龙驹镇。为充实学生的课余生活，陶冶学生
情操，开发学生潜能，学校开设了合唱、计算机、创新作文
文学社、科技制作、男子篮球、花式跳绳、金钱板等兴趣社
团。

其中，金钱板社团的创建，是学校基于“双减”背景，
为了发扬川渝两地民间传统说唱曲艺，结合实际校情而
成立的特色课后服务社团之一。学校特聘万州曲艺传承
人潘光正老师，进校为学生讲述金钱板的历史文化、传承
渊源、表演技艺等知识，打开曲艺大门。

去年，万州区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在赶场中学挂
牌成立国家级非遗项目金钱板传承教育基地，让传统艺
术之花在赶场初中校园里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如今，金钱板已成为赶场初中的一项特色课程，让非
遗文化与校园文化相融合，在丰富学生知识的同时，播下
非遗传承和保护的“种子”。

赵骊 杜林燕 陈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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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板社团的学生们演唱《大三峡》

万州区三正学校
以“球”育人 做“足”特色

当阳光洒满绿草如茵的足球场，小运动健将们个个
精神抖擞，传球、过人、射门，他们技术娴熟、动作规范，成
为了三正学校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为了让学生拥有更多的时
间进行课外兴趣活动，三正学校持续推动“育美健体、足
正行远”校园足球特色项目建设。

作为全国特色足球学校，学校每周开设一节足球专
项课，由专职足球老师上课；每天40分钟的足球大课间
活动，定期开展足球体育节、班级足球联赛、足球运动会
等丰富多彩的足球活动，让更多学生热爱足球、享受足
球，在体育运动中增强体质、锤炼意志。

目前，学校《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足球特色构建的校
本实践研究》课题已成功结题，将加大足球校本教材的研
究。

校园足球的蓬勃发展，让全校形成“人人爱足球”“个
个会足球”的良好氛围，并在市级、区级足球比赛中屡获
佳绩。2020年，该校4支球队参加万州区校园足球联赛，
取得了“三冠一亚”的好成绩。

三正学校足球课堂

万州第二高级中学
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点燃科技之光

初一年级开设“小虫大世界”“追寻古生物”等课程，
初二年级开设“量子世界”“国家地理”等课程，初三年级
开设“生活中的化学”“丈量宇宙”等课程。几十堂不同主
题的课后服务科普课堂，是万州第二高级中学科普助力

“双减”的实践载体。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为更

好地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科技能力和
科学素养，万州第二高级中学增设了一大批培养科技素
养的特色科普课程。

例如，在“科技探新、再创辉煌”课程中，由专业教师
为学生介绍机器人的相关原理，学生体验无人机飞行、创
意搭建模型、机器人编程等活动，在亲自动手实践操作过
程中感受科技的神奇与奥妙。

“双减”为学生“减”出一片科技的蓝天，课后服务为

科技教育创造出新的机遇。学校还组建航模、机器人等
学生科技兴趣小组，定期开展校园科技节、科技活动周、
科普知识讲座、科普文艺展演等多项主题活动，大力营造
青少年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万州区五桥实验学校
传承非遗剪纸“剪”出幸福童年

一把剪刀，一方红纸，剪刀飞舞，纸屑缤纷，一幅精美
的剪纸作品便跃然眼前。这是发生在五桥实验学校剪纸
课上的一幕。

剪纸艺术不仅是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更代表了令
全世界人民艳羡的中国之美。随着“双减”政策落地落
实，五桥实验学校将剪纸引入课堂，高年段学生每周一节
剪纸课，并在课后服务中开设非遗剪纸社团，聘请非遗剪
纸传承人担任专业教师。

“将剪纸引入课程，既可以让学生了解剪纸文化的起
源和传统，也可以培养他们的动手能力、观察力和想象
力，同时增强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学校
校长裴文山介绍说。

近年来，五桥实验学校剪纸特色课程办出了水平，办
出了特色，先后获批重庆市剪纸特色学校、重庆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罗氏剪纸传承教育基地，学生们时常走进敬老
院、社区广场展示剪纸手艺，大批优秀剪纸作品被选送至
多地展览，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学生们

“剪出”快乐，“剪掉”负担。

万州区新田中心小学
变革科技教育 撒下创新种子

加强科学教育、提高科学素养，既是青少年学生成长
发展的需要，也是培养国家科技创新后备人才的需要。

“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新田中心小学“减负”不“减
质”，在上好科学课程基础上将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科
技等课程有机融合，利用课后服务增加机器人社团、科创
社团等兴趣社团，推动学生科技活动的蓬勃开展，提高学
生的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为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
做好充分的准备。

在科技社团课后服务中，学校充分挖掘本校专业教
师的专业特长，在教学活动中通过课例示范、教学研讨、
现场指导、编撰校本教材等形式带动学校科技社团特色
化发展。

新田中心小学有力推进青少年科技教育改革，在全
校师生中形成“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浓厚

氛围。近年来，学校先后荣获第六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
大赛优秀组织奖、万州区科技节优秀组织奖。学生参加
市、区级科技模型大赛获一、二、三等奖，在全国青少年无
人机大赛重庆市选拔赛一、二、三等奖。

万州区岩口复兴学校
实践劳动促成长“七星少年”耀复兴

岩口复兴学校地处万州区龙沙镇岩口社区，校内拥
有花园、果园、菜园和植物园，具有开展劳动教育的天然
优势。

多年来，岩口复兴学校立足田间地头，充分发挥劳动
的育人功能，创建出“美味”“美景”“美德”劳动教育实践
课程，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学会用
劳动创造幸福、创造未来。例如，依托学校蔬菜种植园和
花卉培植实践园，在3-8年级开设蔬果种植、花卉园艺课
程，让学生在“务农”“研农”中提升“爱农”情怀。

同时，常态化开展校级“劳动之星”评选、表彰，并将
其纳入“学分银行制”和“七星少年”学生评价机制，让劳
动教育走深走实。

“学校学生评价改革项目《建立学分银行制度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已获批重庆市第八批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项
目，将进一步强化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学校负责
人介绍。

岩口师生辛勤劳动，用心血和汗水浇灌出累累硕
果。学校连续多年获初中、小学教学质量一等奖和综合
考核一等奖，荣获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教育部建设温馨
校园典型案例学校、重庆市美丽校园、重庆市教书育人先
进集体、重庆市未成年人劳动教育联盟成员单位、万州区
劳动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

学生们养成自觉主动的劳动习惯

万州区红光南滨小学
创新立体美育路径 铺就学生艺术底色

11月8日，在万州区美育工作现场会暨美育成果展
上，红光南滨小学“乐之声”管乐团合奏的《龙的传人》气
势恢宏，“乐之梦”合唱团合唱的《彩虹》空灵婉转，仿铜艺
术工作坊数百件展品精致亮眼，赢得了参会嘉宾的一致
好评。

作为万州区义务教育阶段艺术特色学校，红光南滨
小学坚持推动“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校美育教学改革发
展，努力营造向真、向善、向美的浓郁氛围。

学校以美术社团、艺术实践工作坊、美术课程为核
心，丰富课后服务中的艺术课程，如手工技巧、绘画、剪
纸、木工等，让学生置身于立体大美育中，提高艺术修养，
陶冶美好的情操，真正实现“让每一个红光人主动和谐发
展”，助推学校提升办学品质。

近年来，学校“乐之声”“乐之梦”“乐之韵”音乐社团
的《家乡》《歌声与微笑》等作品获得重庆市一等奖，仿铜

课程被评为重庆市精品课后服务案例一等奖。接下来，
学校将深学笃行、一以贯之，努力让学校美育工作再上新
台阶，为库区美育工作添砖加瓦。

红光南滨小学的特色社团—仿铜艺术

机器人社团学生合作编程

学校科技社团，老师正在指导学生操作无人机

家长课堂，孩子们正在学习卫生防疫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