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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

本报记者 金叶

孩子们的书包如何真正实现“瘦
身”，课后服务的学生用餐怎么搭配更营
养，各学科作业量、时长的监管如何落
实，教师弹性上下班与每日教程安排能否
做到平衡……在“双减”落地过程中，一
种新的办学生态正在校园内逐步形成，但
同时也遇到了很多难点、堵点，为此，鹿
城区教育局近日梳理确定了“双减”十大
项目，面向全区中小学、幼儿园实施“揭
榜挂帅”，直击“双减”难点。

十大项目包括哪些内容？鹿城区教育
局普教科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部门前期
调研和学校反馈，梳理出学校在“双减”过
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罗列出服务提质、素
养提升、书包减重、作业管控等十大项目，
涉及课后服务质量提升与管理、作业量统
筹与监管、优化线上学习服务、教师弹性上
下班与每天教程安排如何平衡等，每一项
都与“双减”落地校园息息相关，“可以说是
每所学校都会遇到的问题。”以书包减重项
目为例，小学生有教科书的科目就有 8门，
所有课本、作业本等教材全部放进书包肯

定超重，这就需要老师做好统筹，优化课程
安排，尽可能帮助孩子在学校内完成作业，
而部分当天不会用到的书本教材可以放在
家里，同时展开教室空间优化利用、教科书
科学整理等创新措施，最终达到书包“减
肥”的目的。

“揭榜挂帅”具体如何实施？“由鹿城区
教育局牵头，实行‘1+3+X’模式”，该负责人
解释，全区所有中小学、幼儿园须至少申报
一个项目开展试点，并鼓励学校同时开展
多项试点。“1+3+X”模式即各项目牵头科室
通过遴选或“点将”的方式，每个项目确定
2-3所学校为“挂帅”单位，其余申报学校则
自主形成一个共同体，作为试点单位。“挂
帅”单位领衔破难，根据学校实际与项目预
期效果制定方案，设置时间倒排表与阶段
性指标，按照一个月初见成效、两个月形成
模式进行阶段化推进。牵头科室负责项目
指导、跟踪与推进。

最后，鹿城区教育局围绕项目成果的
创新性、实用性、推广性进行项目验收，将
中榜单位的优秀成果形成案例，作为样板
向全区分享推广，供其他学校参考实行。

记者从鹿城区教育局了解到，截至目

前，已有 70余所学校中榜，其中 28所确定
为“挂帅”单位，在学校提交的揭榜挂帅项
目方案中，不乏一些可借鉴的举措。如温
州市南浦实验教育集团惠民路分校将“素
养提升”作为揭榜项目，提出“大实践（劳
动）”活动，融合历史与社会、科学、语文等
学科课程，开辟“认识社区——爱我社区”
等课程群，组织学生开展每周一次的劳动
周、班级值周活动，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
个性差异布置制定家务劳动清单，让孩子
主动承担家务劳动，且面向七年级学生开
设劳动教育课程，包括紧急救护、废旧纸箱
再设计、果园体验活动等。

而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则将
“书包减重”作为揭榜项目，从作业总量上
刚性约束，为书包减负，同时把握不同学生
层次布置分层作业，通过作业引导学生自
主探究，科学合理地推行实践性作业。此
外，教师需教孩子如何整理放学回家与上
学时书包内的用品，让学生养成整理书包
的习惯，引导学生自主制定详细的整理计
划，罗列整理的时间计划和方法步骤，学习
收纳方法，逐步提升自身的整理能力和整
理效率。

本报讯（通讯员 陈雯雯 记者 金叶）近日，
《2021中国高职院校科研与社会服务竞争力评价
报告》发布。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位列总榜单第三，
在发明专利分榜单中居首位。

据悉，2021高职院校科研与社会服务竞争力
评价总榜单根据 1386所高职院校提交的本年度
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采集评价数据，计算结果
排序，遵循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可重复验证
及结合高职院校当前实际等五项原则，以论文、课
题、发明专利和科研与社会服务经费等 4个一级
指标、11个二级指标和15个三级指标为标准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而发明专利分榜单由授权发明专
利数、师均授权发明专利数两项指标构成，指标数
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此次研究是神针
团队首次对高职高专院校科研与社会服务竞争力
进行评价，对推动高职院校的科研与社会服务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从温职院了解到，近年来，学校的发明专
利成果显著，2018-2020年连续三年发明专利授
权数量蝉联全国高职院校第一，截至2020年2月，
科技成果转让数位列全国所有高校（含高职院校
和普通高校）第 82位，超过 41%的“双一流”高
校。2021年获中国高等职业院校改革活力指数
科技创新榜第一。

温八中推出
“暖心工程”关爱教师

本报讯 （记者 潘舒畅） “双减”政策
下，教师工作量增加，怎样保障教师身心健康？
温州八中近期推出“暖心工程”关爱教师，守护
教师身心和谐，激发教师活力。

该校坚持制度贴心，出台教师弹性上下班新
章程。通过错峰编排，给轮值服务教师的弹性休
息时间。推出晚托管理时间储蓄制，将教师晚托
服务时间折算成时间积分，存入储蓄卡中，用储
蓄的时间积分兑换“调休假”。同时做好托管服
务AB岗制。如A岗教师有特殊事情，可与B岗
教师及时做好交接，由B岗教师继续托管服务。

同时，设置能量补给站，提供下午托管前、
晚自修服务的餐点，下午托管下班后的“平价放
心菜”“平价晚饭盒”，解决老师新常态下班时间
带来的家务无暇应对问题。成立爱心看护组，针
对因为教师有托管服务，其子女学习受到影响的
问题，学校提供晚餐和专用学习活动场所，进行
看护阅读活动。开展微心愿活动，及时了解教师
的困难和心愿，让教师以更好的精神面貌专注学
生托管服务。

此外，拓展教师课间休闲点，设立教师休闲
阅读吧、教师休息室、西点制作吧，让老师们可
以利用午间、课间、课余，看看书、喝喝茶。建
设体能训练室、瑜珈训练房、屋顶幸福农场等，
开办教师瑜伽课、戏剧课、非遗课、园艺课等，
让老师享受运动的乐趣、体味艺术的雅趣、感受
自然的闲趣。

本报讯（记者 潘舒畅）近日，全国哲学社会
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年
度项目立项名单，温州医科大学共获得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立项7项，相比去年增加了2项，其中，重
点项目1项、一般项目6项，立项数连续七年位居
全国独立设置医学院校第一位。

据了解，今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青年
项目受理有效申报 32714项，最终立项课题 4642
项，平均立项率为 14.19%。温医大申报 26项，立
项率达 26.9%，项目涉及 3个学科，其中人口学 3
项、社会学2项、党史党建1项、中国历史1项。该
校护理学院尹志勤教授的《失能老人长期照护社
会支持网络及支持主体协同机制研究》获得年度
重点项目。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国家级科研项目谋划
培育工作，注重项目申报的统筹规划与深度辅导，
深挖各学科专业优势，将学校特色、学科特色与理
论现实问题有机结合，充分调动社科研究人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推动高水平科研成果产出，
此次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的获批对进一步强化
该校学科特色与优势，提升学术创新能力与科研
水平发挥引领作用。

温医大7项目
获国家社科基金

温职院
发明专利居榜首

“双减”下，如何给劳动教育做“加法”

鹿城实施校园“揭榜挂帅”十大项目

破解“双减”落地难题

“看到班级群里的视频，明显看出孩子和其
他同学在自理能力上的差距：有的学生掌勺熟
练，很有大厨风范。我家的看到油星子溅出来，
就跑得远远的。”长假后，温州市实验小学五年级
的学生进行了一次劳动实践秋游，生火、颠勺、品
尝，同学们不亦乐乎。这次劳动体验，也让家长
林女士再次意识到孩子劳动意识的不足。

在“‘双减’后，希望培养孩子哪些方面能力”
这道多选题中，有63%的家长希望培养孩子的劳
动实践能力。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许多农村的孩子不会做
农活，城市的孩子不认识农作物，“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现象并非个例。面对“‘双减’后，你希望孩
子节假日都是在哪里度过？”这道问题，有半数家
长选择了“在家学着做家务”这一选项。“家里有阿
姨，自己平时工作也忙，所以在劳动方面会偷偷
懒，这可能是造成孩子劳动意识不强的原因吧。”
林女士坦言，学校其实在寒暑假都是有布置劳动
教育相关的作业，比如劳动协议等，“现在孩子早
上起来会烧开水、煮鸡蛋，偶尔也会扫扫地，但总
体来说劳动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她希望学校能
进行更多的劳动教育引导，比如指导手册，让家
长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

“如果是老师布置的家务作业，洗碗、洗厕
所、洗衣服等，孩子都会乐意去做。但要是没有
家务作业这一前提，孩子就会反感，甚至拒绝。”谈
起儿子的劳动教育，郑先生有点无奈。郑先生的
老家在农村，他觉得割稻、摸螺蛳、抓鱼、摘柿子都
是非常好的劳动体验，但是儿子却没啥兴趣。郑
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曾经也引导过孩子，但是效
果不明显：“不过想想自己小时候父母让干活的
话，也是有些不情愿的。”

来自家长的困惑
孩子劳动意识不强怎么办

本报记者 卓扬 瞿含张

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劳动教育越来越受到关注。此前，本报向市区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家长发布微调查，共有758人参与问答。调查显示，在面对“‘双减’后，
你希望培养孩子哪方面的能力”问题时，有478名家长希望培养孩子的劳动实践能
力，占到六成，仅次于自主学习能力。

事实上，自2019年以来，国家已陆续出台相关文件，多次强调要加强劳动教
育。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印发，指出要在大中小学设立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和劳动周，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体系，并在劳动教育的时间上做了详细的规定。今年，教育部认定96
个县（区、市）为全国中小学劳动
教育实验区，瓯海区位列其中。

劳动教育不仅重视“做”，也
重视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培养
学生对劳动的热爱和尊重，让学
生充分感悟劳动的意义，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助力“双
减”，如何做好劳动教育的“加
法”？

给家长的建议 教授劳动技能 引导孩子从身边事做起

有教育专家指出，“双减”后家长应
注重培养多元化兴趣。而兴趣培养的方
式，就包括劳动教育。

“一些家长简单地将劳动等同于劳
动教育，这是不对的。其实劳动教育的内
涵很广，不仅是劳动技能方面的教育，还
要做好劳动观念、劳动品质和劳动思维
等方面的教育。”作为省中小学劳动实践
教育项目试点学校，温州市城南小学的
劳动教育开展已久。校长陶晓迪认为，家
长需要引导学生关注新时代的产业特征

以及基于科技发展产生的劳动新业态。
在瓯海区龙霞实验小学校长季迅群

看来，孩子劳动意识不强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比如没有掌握劳动技能、缺乏责任
和担当、缺乏劳动锻炼机会等。她建议家
长制作家务劳动分工表，每人都有分工
负责项目，让孩子知道人人都要劳动。

“最重要的是，要教给孩子劳动相关的知
识和方法。家长要在示范的基础上，指
导、监督孩子独立完成，整个过程要多些
鼓励，直到孩子养成习惯为止。”

“家长要让孩子参与家庭的布置、修
缮等日常工作，同时也要树立起自身积极
的劳动榜样。”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教育
集团总校长陈加仓建议，“双减”之后，学
生在家时间变多，家长可以鼓励孩子打扫
和整理房间，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张女士的孩子从一年级就开始学做家务：

“这是孩子自己主动提出的，我很意外，也
很欣慰。”她表示，不必劳师动众去参加一
些活动，让孩子随时随地参与到日常生活
里的家庭事情中就可以了。

看学校的做法 劳动教育也应与时俱进

近日，温州市教育局、温州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发布《关于推动中小学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助力“双减”工作的通知》，今
后将推动中小学研学实践教育基（营）
地，开发符合“双减”要求的活动课程，助
力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其中，劳动教育也
是各教育基（营）地开展的重点。在温州
市学生实践学校校长叶超程看来，为了
更好助力“双减”工作，劳动教育也应与
时俱进，新时代呼唤新样态的劳动教育。

当下的中小学劳动教育中存在着体
验不足、评价不全、延伸不深等痛点。对
此，市学生实践学校将劳动课堂打造成

“无边界”的课堂。以“未来农场”劳动实
践教育为例，在劳动实践过程中，配置大
量传感器，促进学生进行真实情境下的

“深融合”体验，产生基于数字的评价。以
往，学生劳动结束返家，他们的实践、活
动、体验、交流就随之结束。“但在我们的

校园中，通过信息媒体终端、APP等信息
化技术媒介，孩子们即便回家后，他们制
作的、体验的劳动运作系统与成果，依然
能够通过手机终端，进行远程的实践观
察。”叶超程说。

将劳动行为转化为技能，将劳动意
识转化为态度，将劳动实践转化为习惯，
任重而道远。我市许多学校都走在积极
提升劳动教育之路上。

通过对校园附近废弃垃圾场的改造，
瓯海区龙霞实验小学的学生拥有了属于
自己的农场“七分淘源”。该校以“体育锻
炼+社团活动+劳动课程”的方式，分时段
细化管理课后服务，解决学生没有时间、
没有精力参与锻炼、劳动的症结。在“淘之
源”劳动课程，学生在校六年会经历生活
劳动、种植劳动、手工劳动、义工服务等多
项劳动体验。在城南小学，学校专门打造
了劳动教育课程群落，将劳动课写进课程

表，提供家庭劳动教育视频资源库，指导
学生开展家务劳动。“其实就算在农村学
校，不识五谷杂粮、从没下过地的学生也
比比皆是，这也是我们开设农耕课的初衷
之一。”平阳县鳌江镇梅源中心小学教师
林思松说。该校农耕课和水培课作为“双
减”后的劳动教育内容之一，会在项目化
学习实施等方面进行升级，并与文体、艺
术等活动进行结合拓展。

在采访中，专家建议，学校要加强学
生劳动教育，首先应从思想上重视，从行
动上落实，而不能只是走过场，让劳动教
育成为孩子成长不可缺少的必修课，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促进学生形
成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和动手实践的能
力。让孩子在劳动中体会作为一个劳动
者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幸福。同时，家长要
做劳动教育的有心人，从细微之处入手
培养孩子的劳动素养和动手能力。

瓯海区龙霞实验小学学子在劳动基地育苗。 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