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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学校一日生活不仅发生在学校，更
发生在家庭。小学六年的12个假期是学校高
质量班级一日生活的延续与贯通，高质量学校
一日生活能否延续，学生能否“健康成长”，
还要在家庭中得到检验，这就需要家长在假期
里仍然能够与班主任“同向共育”。

作为清华附小二年级小水滴班的班主任，
包括疫情三年在内的假期里，我努力将“身心
健康、经典阅读、习惯养成”这三个清华附小
多年倡导的育人法宝，贯穿于学生在家的每一
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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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校里的沸腾的体育生活，很容易

在假期回到家庭后而“搁浅”。
体育作为看得见“成长”的活动，必须在

假期实现“常态化”。这个暑期，小水滴班的
“好体魄加油群”每天都精彩纷呈……以图片
或视频的形式，家长们记录着孩子的假期锻
炼，欣然于“身心健康”法宝带给孩子们的巨
大能量。

体育是最好的教育学，也是保障孩子“身
心健康”的不二法宝。清华附小一直把体育列
为核心课程，我们班级的第三班主任由一位体
育老师担任。

2022年 5月，我们遭遇了长达两个月的
居家学习。我和体育老师紧急召开家长会，先
给孩子和家长鼓劲，展示同学们通过大半个学
年的坚持，在项目达标测试、个人体质提升上
的显著进步，再结合居家的特殊情况，优化了
使用“身心健康”这个法宝的方案：

一个“好体魄加油群”。小水滴班特别设
置了一个“好体魄加油群”进行运动打卡。孩
子们把家中的空地、单元的公共空间，小区的
街心花园都变成小小的运动场，开展着各式各
样的运动项目。有的孩子跳绳跳得不好，每
天坚持跳10组，每组100个；有的孩子喜爱
足球，每天练习颠球上千个，风雨无阻……
无论清晨还是夜晚，我都会第一时间给孩子
们点赞，体育老师进行点评指导。无论是课
间还是课后，孩子们把对体育的热情全天候
地贯彻到居家学习中，定量的锻炼打卡实现
了班级全覆盖、无死角，也保障了孩子们的
良好作息。

一段共同锻炼的亲子时光。周日，家委会
当起了“班主任”。由具有体育特长的家长组
织，每个周日的上午都会齐聚清华大学的西大
操场。对标国家体质测试的目标以及学校通A
赛的标准，家长陪伴孩子们一起热身，一起运
动。居家之后，各家客厅就变成了亲子运
动场。

人人一个兴趣项目。班级提倡孩子们用
“1+X”的方式进行运动。“1”就是明确50
米跑、立定跳远、掷沙包、坐位体前屈等国
家要求的测试标准，确立人人过关的目标；

“X”就是鼓励每个学生发展一个体育兴趣项
目。同学们的选择可谓百花齐放，有游泳、
足球、篮球、花滑、网球等等，经过持之以
恒的坚持，不少孩子已把兴趣练成了乐趣和
志趣。

周周一组体质数据。借助数据完成计划。
小水滴班的家委会每周都将孩子们的锻炼数据
进行汇总，供各家有针对性地制订锻炼计划。

根据家委会体育部的统计，2023年春季
学期，全班37名学生，有30名学生成为了全
能王，进一步带动了班级体育锻炼的氛围。回
看一年级刚入学时，孩子们很多还不会跳绳，

不少孩子跑400米时跑到一半就体力不支了。
一年时间，孩子们不仅在体能上实现了巨大飞
跃，更是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不断磨炼意志品
质，体会到什么叫水滴石穿。

月月一项趣味赛事。“教会、勤练、常
赛”是清华附小的体育原则。我结合学校每个
学期的体育赛事，比如足球联赛、跳绳比赛、
冬季长跑小达人等等，针对班情设置了“挑战
班级吉尼斯”等趣味赛，调动全员的运动
热情。

经过系统努力，小水滴班取得了家校共
识：不仅孩子的体能体质有显著提升，对体育
锻炼积极主动，在面对困难时的意志品质也愈
发阳光。

2
阅读是很“个人”的事情。阅读可随时随

地，只要阅读，无分学校与家庭，无分假期与
学期。

这个暑期，小水滴班的乐学小组群中佳作
频出：有孩子在观赏完电影 《长安三万里》
后，即兴背诵自主积累的古诗 《将进酒》;还
有孩子以每周两篇停不下来的节奏，写下自己
的所见所闻……

这样的高质量输出和我们每日的“经典阅
读”法宝密不可分。清华附小对标国家义务教
育语文教学大纲，学校历时10余年积淀出一
份分年级、跨学科的校级书单。每年还会提出
学年阅读主题和假期选读书单，举办各种阅读
活动，打造名副其实的书香校园。

在小水滴班，我专门制定了一套阅读打卡
和激励办法，无论是在校还是放假，学生在书
香班级中，愈发主动与好书做伴。

“日积月累”开启美好一天。班级一日生
活，是由经典阅读开启的。每天学生们到校
后，都会迫不及待地走入“晨启时光”：或在
班级进行古诗诵读，或走进图书馆听英文
故事。

从一年级开始，我针对孩子们的拼音认读
情况和识字能力，在“晨启时光”中引入日积
月累，从一天学习一个成语到组织孩子们成语
接龙，孩子们在玩中学，又在学中玩，乐此不
疲，每天的晨起时光都是情绪高涨，为一天的
高质量学习积蓄能量。有了一定积累，我又结
合校本古诗文读本，用多种方式和孩子们一起
背诵。日积月累，孩子们养成了进教室就读书
的自觉意识。

学伴小组点燃分享热情。我也把学伴小组
引入了班级管理，把原来教室的线下小组化学
习搬到线上。孩子们每天不仅要在小组中完成
古诗打卡，还可以分享阅读心得。孩子们有着
强烈的表达欲望，但表达能力尚有欠缺，在家
长们的帮助下，他们一次次地自我排练、反复
录制，从挤出一句话到迸出一段话，孩子们的
诵读越来越自如。班上有几个孩子是同学们眼
中的小书虫，我就鼓励他们在各自的学伴小组
中争当示范，给大家讲讲他们读到的好书，分
享令他们印象深刻的细节。没想到，此举点燃
了全班同学的阅读热情。

“一赛两单”激活班级阅读圈。为了进一
步激发孩子们阅读打卡的动力，我会利用假期
开展趣味挑战赛，比如小组六个同学共读“一
米书”。孩子们的热情空前高涨，每天手不释
卷。两个月下来，有的小组居然读了四米多！
不仅有大量绘本阅读的积累，甚至有人开启了
《哈利·波特》的整本书阅读。我还运用阅读
积累单鼓励孩子们边阅读边圈画，及时进行金

句摘抄，一些有余力的同学还可以尝试简要点
评，开学后我把同学们的阅读单装订成册在班
级漂流，又形成了新的阅读推荐资源。同时我
也鼓励孩子亮出自己的书单。在家长的帮助下
每个孩子都有一份个人书单。这些书单各具特
色，反映出了每个孩子的志趣选择，再展示在
班集体中，又激发推动了大家的交流学习，形
成了你追我赶的阅读态势。

假期练笔诠释知行合一。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过去的带班经历告诉我，语文的外延和
生活的外延相等。孩子们一定要走出去，拥抱
自然、感受生活，才能对书中的营养有更深刻
的体会、更有效的汲取。因此，我鼓励他们用
文字记录生活点滴，无论是外出旅游的见闻还
是战胜困难的感想，只要用心记录，都会有所
获得。

为此，我号召家长耐心陪伴，不要计较字
数篇幅，而要有意识地引导孩子们去细致描述
所见、大胆表达所想。一段、两段，孩子们勇
敢地记录并展示在学伴小组，我来逐一进行细
致点评，再提出问题思考，学伴和家长热情予
以点赞鼓励。一次、两次……孩子们的思路打
开了，课堂上学过的小技巧顺畅运用了，等到
假期归来，再面对语文课堂上的表达输出，相
信会有更多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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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炒菜、收拾碗筷、晾晒衣物、浇灌绿

植……这个暑假，在我们的班级交流群里，小
水滴们热情展示着自己的成果。香喷喷的八宝
粥、热腾腾的饺子，都出自一双双小小的
巧手。

劳动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五育并举的重要方
针，也是培养“良好习惯”的关键抓手。习惯
的养成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才能内化成一种
自然而然的行为。

对于年龄尚小的孩子，诸多习惯需要抽丝
剥茧，锁定关键目标持续不断地进行“事上
练”。过去两年间，我推进家校协同，引导孩
子因地制宜制定并养成实用的好习惯，很欣喜
地看到，几个关键习惯正在小水滴的假期生活
中一以贯之，落实落细。

“三张名片”涵养文明素养。对来往的师
生致以亲切的微笑，为值勤的保安和保洁人员
送上诚挚的感谢，向鞠躬问安的同学竖起赞美
的大拇指……这三张随身携带的“三张名
片”：微笑、感谢、赞美，让同学感到温暖，
让老师受到尊重，让每一种努力和闪光都能被
看见。在我们的学伴小组群和班级交流群，孩
子们常常会组团打call，家长们也会列队点
赞。日复一日，害羞胆怯的孩子露出更加自信
的笑容，热情主动的孩子更加积极地传递正
能量。

“力所能及”激发劳动乐趣。多年来的带
班体会，让我深知孩子是一天一天的“日子”
长出来的，不是为了某种形式刻意摆出的
样子。

我在班级中一方面注意引导孩子在校午餐
取用有度、全员光盘，一方面让孩子成立值
日小组，每天负责摆放桌椅、擦拭黑板等。
孩子放假在家，我鼓励孩子跟随父母做力所
能及的家务，到了传统节日，还带动大家包
饺子、做粽子。结合“经典阅读”，号召孩
子们整理“书桌一平米”，布置“温馨阅读
角”，叠被洗袜，端菜洗碗，一方面初步了
解家务技能，一方面亲身感知家人辛劳。大
家争先恐后地晒着自己的厨艺、园艺，在父
母陪伴下制作的水果拼盘吃起来真是太开
心了！

亲子打卡激活自主管理。从入学第一天
起，清华附小的学生和家长就开始共同参与百
天好习惯记录表——这可是家庭与班级的双向
考验。这张表由亲子共同设定打卡目标，可
以是运动，可以是阅读。孩子可以大胆真实
地进行自我测评，同时也可以监督自己的家
长。这种办法有效促进亲子陪伴的常态化，
一段时间下来，不少家长感叹自己放下了手
机，重温了好书，回到了运动场，恢复了年
轻态。

在我的班级，学生还要在百天好习惯记录
表之外，自主设计、亲手绘制一张好习惯行动
路线图，可以是晨诵古诗，可以是口算练字，
还可以是运动练琴，这张图充分调动孩子自我
管理的主动性，日日践行、天天标注，潜移默
化中提醒着孩子“当日事当日毕”，最终内化
成班集体共同进步的成果，呈现在“水滴石
穿”展示墙。

可视化的记录大大促进了孩子的内生动
力。不少家长惊叹于孩子的自律成长，更加积
极地陪伴引导，家校共育真正实现“让儿童站
立正中央”。

孩子们像小树苗一样地生长，不仅在班
级，也在家庭，不仅在假期，更在每一日。我
满心期待，在家校共育的同向共赴中，小水滴
们能把目标化作习惯，蓬勃成长。

（作者系清华附小教师，二年级年级主
任，小水滴班班主任）

假期里的家校共育进行时
——来自清华附小小水滴班的探索

赵丽娜

作为在京城工作多年的教育工作者，在融入
首都这个大都市的同时也一直深深眷恋着老家。
这一观念也影响了女儿。从上小学起她就知道，

“我有三个家，一个在北京，一个在荥阳，一个
在登封。”荥阳是我的老家，登封是我先生的籍
贯。在这个孩子即将升入高二且酷热难耐的暑
假，即使学校作业繁重，回家度假仍是三个人的
第一选择。

荥阳是回老家的第一站。孩子从小由我父母
带大，对于姥爷姥姥感情尤其深厚，觉得和姥爷
姥姥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一家。疫情之后父母的
身体都受到影响，他们也在盼望和外孙女团聚的
时刻。回到家闺女被宠为宝贝，享受亲情的同时
品尝着老人亲手做的各种美食。

回荥阳除了家人团聚外，禹锡园是必去的地
方。“唐诗半河南”，荥阳被称为“诗歌之乡”，
与荥阳有渊源的诗人很多，离老家两公里开外的
檀山，“诗豪”刘禹锡长眠于此，他是孩子最喜
欢的诗人之一。高一上学期，语文老师布置了一
个自主研究古代诗人或词人的作业，其他同学多选
苏轼或李清照，只有她一个人研究刘禹锡。这一选
择主要基于刘禹锡的文学造诣和人格魅力，也与刘
禹锡的荥阳老乡身份有关。徜徉在以诗人贬谪地为
主题的“禹锡园”的十二牌坊，回忆着白居易对

“诗豪”的忧伤，“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
多”。在巴山楚水贬谪23年，确实是“折太多”，但
诗人并未消沉颓唐，“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的回复，展现出他对世事变迁、宦海沉浮的
豁达胸怀以及“不向命运屈服”的乐观精神。这位

“诗豪”，是女儿的文化偶像。
我们的第三站特别到了登封，看少林禅宗音

乐大典。登封与荥阳毗邻，禅宗祖庭是家乡闻名
遐迩的文化名片。夜幕降临，音乐大典在嵩山幽
谷中盛大开场。春夏秋冬，季节在音乐里轮回；
寒山、古寺、塔影、山月，一幅幅山河画卷眼前
掠过。大典将禅宗“入世修行的拯苦救难”“止
戈为武的护卫和平”“清净自修的心灵顿悟”“融
于山水的心境磨炼”演绎得淋漓尽致，孩子看得
陶醉并不时发出感慨：“我的家乡文化底蕴深
厚”，现在我懂了，“少林武术可不仅仅为了强身
健体，原来文和武可以和谐一体的。”“禅宗不是
吃斋念佛那么简单，她有丰富的内涵，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站一家人来到了嵩山地质博物馆。孩子
的四伯曾任博物馆馆长，对嵩山地质变迁如数家
珍。“嵩山为万山之祖。嵩山地区经历了30多亿

年的地质演化。其间六次成陆，六次成海，最终
演化成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岳嵩山。”“嵩山呈现完
整太古宙、元古宙、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五
个地质历史时期的岩浆岩、变质岩和沉积岩的地
层序列，被地质界称为‘五代同堂’。”

在孩子的地理书上，经常出现的是“纪”和
“代”，她还不太习惯“宙”的分期。在地球的纪
元中，人类是如此微不足道。谁能想到，眼前的
巍巍嵩山竟然曾经是一片海洋。展厅陈列的种类
纷繁的岩石矿物以及水底生物的化石标本又在真
切地证实，在这里，亿万年来确实经历过沧海桑
田的变化。

“登嵩山，我也要‘会当凌绝顶’。”孩子坚
持不坐摆渡车，要徒步丈量。登山步道沿溪谷而
上，溪水丰沛，水流湍急，两侧树木遮阳，蝉声
流响。景色真美呀！“生态好了，泉水聚成小
溪，溪水汇成河流，四季不断，加上满山苍翠，
路有阴凉，自然处处景观。”孩子若有所思。旅
程中，四伯还给孩子讲解了“中”字的来源。西
周时，为营建东都，周公曾于嵩山脚下“立土
圭，正日影，求地中”，确定嵩山为天下之中。
武则天嵩山封禅，尊岳神为“天中王”，次年又
改为“天中皇帝”，“中州”“中原”，乃至“中
国”皆由此得名。看得出，孩子的表情惊讶且自
豪，原来我的家和我的国有如此紧密的联结。

此次登封之行，孩子对于“家”“家乡”
“国”的含义有了新的认知。这次旅行是和姥姥
姥爷一起去的，又有四伯陪同和讲解，两家人合
成一家人。登封和荥阳都是家乡，都是人文荟萃
之地，是华夏璀璨文明的代表。经历这次返乡之
旅，孩子深深为自己的家乡自豪。“家是最小
国，国是千万家。”“对！国和家的内涵都很丰
富，要用一生来体会，爱国和爱家自然要用一生
来践行。”“我知道了一个道理，远处看山，只能
看到由山脊线构成的轮廓，行走山中，才知道，
山的包容和高大。”我静静听着，惊讶于平时很
难持续的父女对话，竟然可以这么久。

返京途中，我在想，这次旅行，如果是人生
课堂的话，有自然和人文的熏陶，有孩子的自我
感悟，有亲子交互的影响和成长。此次返乡之
旅，既是亲情之旅，让孩子在与亲人团聚的过程
中感悟亲情，感悟爱；更是文化溯源之旅，让孩
子在情感浸润和实践体验中，感知华夏文明脉
络，增强对家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
也是此行的特有收获。

（作者单位：北京教育督导评估院）

暑期返乡：文化溯源之旅
王海芳

本报讯（见习记者 朱英杰）一个个小朋友
用稚嫩流畅的英语讲着中国的故事——琴棋书
画、风土人情、美味佳肴。日前，英孚青少儿教
育机构在京举办“中华文化少年说”第九季全国
总展演，并启动2023年“美在传统-第十届中
华文化少年说朗诵演讲展示”活动。

据悉，英孚青少儿“中华文化少年说”活动立
足于培养中国青少年文化素养，提升文化自信，以
传承非遗为主题，号召全国儿童和青少年向世界展
示多彩中国，目前已开展整整九个年头。第九季活
动以“非遗传承 历久弥新”为主题，设立“舌尖
上的非遗”“手指间的非遗”“曲艺中的非遗”和

“竞技里的非遗”四大板块，自2022年12月份启动
以来，已有近百万参与量。该展演汇聚了从英孚全
国小学员中选拔出来的优秀文化传承者，他们采用

才艺展示、双语演讲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示他们
对中华传统的热爱以及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自
信。现场同时邀请到了在面塑、皮影以及咏春领域
颇有造诣的三位非遗传承人，带领现场的小学员认
识非遗、体验非遗、传播非遗。

今年，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
将在全国的青少年中推出“美在传统”民族民间
艺术风采展示活动。该活动旨在提高青少年对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度和参与度，鼓励广大
青少年参与、创作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
中国价值观念的优秀作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心携手英孚青少
儿正式启动“美在传统-中华文化少年说”朗诵
演讲展示活动。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让更
多青少年儿童赓续文脉、弘扬传统、开创未来。

用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
英孚青少儿“中华文化少年说”全国总展演暨“2023年美在传统”在京启动

8月16日，本报对深耕基础教育一线的全国政协委员高金凤校长
做了专访，据高委员介绍，“双减”两年来，作业结构发生变化，育
人合力正在形成，育分转向育人正成为学校的行为主流。那么，这一
变化在学校在班级层面具体如何发生？

8月2日，本报10版推出了作为家长的新华社高级记者吴晶的文
章《“一日蹲班”的观察与思考》，文章记叙了作为母亲的她在清华
附小“亲子共学”活动中，深入女儿所在的二年级小水滴班进行一天
观察之后的所闻所见所感所思，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反响，有读者

说，文章让读者对“双减”之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育的积极变化有
了更具体的了解和乐观的期待。

在影响孩子一生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小学，六年里共有 12
个假期。在假期里，如何“让家校共育继续，让孩子的习惯养成不中
断”需要教育人细致用心的作业设计。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一日
蹲班”的观察与思考》一文的被观察方——清华附小二年级小水滴班
的班主任赵丽娜老师现身说法，讲讲基于家校共育的理念，学校如何
进行有效的假期作业设计。 ——编者

在这期版面中，我们欣欣然发现，教育部
和国家语委等中央相关政府部门正在出台系列
举措推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梳理和传承
传播，出版社和作者们正着力出版更多适合青
少年的图书，以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缘起；英孚少儿英语教育机
构本是一个以英语教育为特长的外企，日前着
意于把中华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了他们的
英语语言教学，而新华社照片则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普通公民给乡村儿童讲授我国传统民乐二
胡、竹笛的故事，我们还看到父母主动带着孩
子回到家乡，寻找自己的文化根脉。暑期里，
在各旅游景点，笔者都能看到，通过文旅融
合，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旅游赋予了灵魂，而
旅游正成为弘扬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载
体。而依一个教育周刊编辑的视角，无论是旅
游景点还是行走于其中的穿着唐装汉服的行
人，正构成一个强大的传播中华优秀文化的教
育场，无处不在地浸染着处于其中的孩童。

这样的浸染，必将在潜移默化中助力立
德树人、助力我们的孩童拥有中国心。

曾几何时，总有人遗憾地说，在我国城市

化的进程中，很多孩子读了书，远离了家乡，
迷失在都市里，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对家
乡没有了回馈反哺的感情。也有人遗憾地说，
我们中国的孩子，到了国外，迷失在发达国家
优美的自然环境中，成了“香蕉人”。

而在很多作家的作品里，在我们自己
的经历中，特别是在步入中年以后，我们
不难感悟到，正是儿时和父母亲看花灯、
包饺子、听戏曲等等在一起的点滴，会幻
化成浸入我们骨髓的乡愁，也会逐渐升华
为浓烈的家国情怀，让我们对家乡、对祖
国魂牵梦绕。

今天，中华民族全面开启了强国建设和
民族复兴的征程，培养拥有中国心、能够平
视世界的孩子，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期待，但
需要各方着眼长远，从细节处努力。

从本期版面中，从各地传来的新闻碎片
里，我们拼接起了一个完整也普遍的真实世
界：传承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从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转变为中央政府各相关
部门、地方政府及有关企事业单位、家庭甚
至公民个人的自觉行动。 （贺春兰）

新闻拼接出一个完整的世界：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正渐成风潮

“学生在哪里，家校共

育就发生在哪里。”
——北京市政协委员、清

华附小校长窦桂梅

编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