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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减法”
“我的作业我做主”

“大家觉得今天的作业多吗？难度
大不大？”珊瑚中学八（7）班的杨灵秋是
班上的作业信息员，职责是收集同学们
对当日作业的意见建议。遇到大家反映
作业多、设计不合理的情况时，她会将情
况告知班主任，再由班主任协调各科老
师，对作业优化调整，从而控制作业总
量、提高作业质量。

在珊瑚中学，每个班级都设有作业
信息员，由学生自愿报名担任。学校还
成立作业创意社，鼓励学生自主设计个
性化作业，分学科对老师布置的作业进
行改造。

“传统作业千篇一律、重书
面轻能力、缺少人性化设计，存
在大量机械重复的内容。”从教
20多年、至今仍坚持在教学一线
的林莉，深知传统作业的弊端，
对这种“高耗低效”的现象深

恶痛绝。“我的作业我做
主”，让学生的学习负担
得以减轻，学习的有效性
得到增强，学生也从中收
获了成就感。

在林莉看来，减负不
是没有负担，而是减去多余

的负担；不是不用努力学习，而是要学会
科学学习。她提出，以加强“五项管理”
为抓手，鼓励学生养成自律的习惯，做好
自己的学习生活规划。

做好“加法”
课堂质量提上来

数学老师陈倩莹利用信息化设备，
展示垂直平分线性质定理、判定定理，抽
象的知识点顿时变得具体可感；物理老
师郑伟代入生活中常见的场景做起小实
验，让大家直观感受摩擦力……走进珊
瑚中学的课堂，仿佛走进一个激活思维、
启迪智慧的殿堂。

在珊瑚中学，用好智慧平台资源、创
新课堂教学模式是每位教师的必修课。
每堂课前，老师通过智慧平台向学生推
送微课、视频、PPT课件等学习资源，平台
依据学生课前预习情况，自动生成知识
掌握程度分析报告。基于班级知识掌握
情况，老师在平台上有针对性地进行备
课和导学准备，充分利用好课堂时间讲
解重点、难点。

课堂上，区别于传统课堂“老师讲、
学生听”的模式，珊瑚中学通过智能化设
备和大数据支撑的课堂实时互动，让老
师能够关注到数据背后每一个学生的课
堂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课堂节奏，
使教学效果得到提升。

探索“乘法”
让孩子全面发展、精彩成长

每到社团活动时间，珊瑚中学的操
场上总能看到一群活力四射的“轮滑少
年”，脚踩“风火轮”，演绎出一个又一个
精彩的花式动作。“轮滑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磨砺意志。”曾担任轮滑社团队长的
王政卿说，为了练好一个轮滑动作需要
重复成百上千次，让自己对“坚持”二字
形成惯性。

“多彩珊瑚，精彩人生”，这是珊瑚中
学一直秉承的办学理念。这里既有跆拳
道、啦啦操、足球等体育类社团，也有管
乐、阮咸、合唱等艺术类社团，还有机器
人、编程、美食等生活科技类社团，为学
生个性化发展搭建广阔舞台。

“初中阶段的孩子处于青春期敏感
阶段，需要我们细心呵护。”作为女校长，
林莉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格外重视。
除了配备专职心理教师，开设心理咨询
室向学生提供服务，珊瑚中学还在班级
常规课程中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
生健康成长。

“做足‘减法’是回归教育初心，做好
‘加法’是着眼未来发展，探索‘乘法’是
为每个学生的精彩人生奠基。”林莉认
为，“双减”撬动新时代教育教学变革，也
让学校找到一条特色育人之路。她说，
教育就像一场漫长的修行，让孩子全面
发展、精彩成长，就是自己的教育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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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想学习一种新的能力，但笃

定自己办不到；也许你想参加升职角逐，
但是内心的声音一直在告诉你，你不行；
也许你认为自己永远无法离开手机或者
只能是那个照本宣科的无聊演讲者，那
么，翻开本书的这一刻，你就已经挥手告
别那个困在各种标签中的自己。本书通
过介绍重量级精英都在采用的脑力开发
方法，帮助你获得自由穿梭书页的阅读
能力，提高如钢铁般牢固的记忆力，培养
像激光一样的专注力，激发无垠无限的
创造力以及提升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同学们，知道这是什么吗？”
“土豆！”
“对，这是我们平时喜欢吃的土

豆。今天我们就来学习种土豆，一
起播下希望的种子。”

这段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问答，
发生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南浦小
学“开学第一课”的课堂中。

与以往不同，这次的“开学第一
课”没有在教室里上，而是搬到了附
近的农田里。授课者不是学校里教
语文、数学等文化科目的教师，而是
周边村庄几名地道的农民。

学生们按照班级分成几个小组，
排着队一个个领到了自己的土豆种。

“土豆芽要朝上，泥土要碾碎，

把它盖起来就可以了。”一名农民走
到学生面前，蹲下身，一边和他们一
起种土豆，一边传授栽培要领和注
意事项。

在另一块平整的土地上，学生
们扛起锄头干起了农活，还有学生
跑到附近的田块里收割青菜。这些
青菜是他们去年11月种下的，现在已
到了收获的时节。半天劳作下来，
学生们额头渗出了细细的汗珠，裤
腿也沾满了泥巴，但仍乐此不疲，充
满了兴奋劲儿。

“我觉得这次‘开学第一课’的活
动非常有趣，我们在田间播种、浇水、
施肥、采摘，收获了很多快乐，也了解
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我们以后会更加

珍惜粮食。”南浦小学学生张振宏说。
现场和学生一起劳作的农民说，

眼下当地已到了春耕时节，各家各户
都开始忙碌起来。现在生活条件好
了，不过会干农活的孩子也比以前少
了许多。“让孩子们暂时把书本放一
放，下下地，松松筋骨，挺好。”

在南浦小学教师眼中，学生们
要健康成长，不能“四体不勤、五谷
不分”，要多让他们走出校园，认识
广阔的自然和世界。“田野里的‘开
学第一课’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推进了‘劳育’。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也是新学期继续深入推进‘双
减’工作的应有之义。”南浦小学校
长陈追军说。

在这个学校
做什么作业学生自己说了算

新华社记者 柯高阳

田野里的“开学第一课”
■ 顾小立

学生对老师布
置的作业说“不”，做
什么作业自己说了
算，这行得通吗？在
重庆市南岸区珊瑚
中学，学生不但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去
创造作业，还能够对
老师布置的作业进
行“二次加工”。校
长林莉说，这是学校
拥抱“双减”、积极
“变革”的诸多创新
之一。

《无限可能
快速唤醒你的学习脑》

荐书

本报讯（通讯员 廖健韬 记者
何军林）近日，在2020—2021学年
度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奖学金获奖学
生名单中，璧山职教中心4名学生榜
上有名，每人获得6000元。

据了解，这4名学生近年来还获
得过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铜奖、全国新
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红心向党”读
书活动三等奖等奖项。

长期以来，璧山职教中心以落
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为核心，
着重培养对接行业产业的高素质技
能劳动者和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使他们向能工巧匠、大国工匠迈进。

2022年，该校招生专业将扩大
到六大类共20个专业，新增无人机
操控与维护、物联网技术、直播电商
服务、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生物产
品检验检测五个专业，计划完成招

生2000人。
璧山职教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号召全体学生以获奖学生为榜样，
勤奋学习、勇于实践，不断提升技能
水平。新的一年，该校也将继续把扩
大办学规模、优化师资队伍以及深化
产教融合作为具体的发展途径，进一
步优化办学机制，努力把学校建设成
为重庆有位次、全国有影响、国际有
交流的百年职教名校。

璧山职教中心4名学生获国家奖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