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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深耕深耕深耕““““双减双减双减双减””””
细耘细耘细耘细耘““““关键小事关键小事关键小事关键小事””””

□本报记者 金 澜

11月3日早上8：00，苍南县江滨

实验小学值日教师郑程杨微笑着站

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到来。看到有学

生的书包鼓鼓囊囊，他会取下来用电

子秤称重，然后翻开书包减负登记表

做登记，一会儿再通知班主任做后期

协调整改。

“双减”从书包减负开始。研究

发现，当书包重量超过体重的15%，

学生们就会明显感到吃不消，容易身

体疲劳，影响健康。然而，过去学生

们背着沉甸甸的书包笨拙地进出校

门是常态。这让校长卢孔群看了着

实心疼，更坚定了他推广书包减负的

决心。

书包怎么减负？减到多少比较

合适？今年4月，通过校园智慧云平

台，综合家长和学生的意见，江滨实

小公布了低段学生书包平均4斤、中

高段学生书包平均6斤，可上下浮动

1斤的验收标准。

标准定了，接下来就是如何减的

问题了。要减首先要会整理书包。

“低年级学生还不具备区分资料重要

性的能力，一股脑儿塞进去，学校安

排了整理课，手把手教学生们如何分

类。”二（7）班班主任林琴介绍，学校

给每个班都配了秤，并在每天最后一

节课划出 5~10分钟为书包整理时

间，班主任现场监督。

而在高年级，学生的自主性更

强。六（1）班设立了“书包使者”班干

部岗位，每天一早“书包使者”拿着秤

站在班级门口，守好书包减负的第二

道关。班主任吴小红表示，书包减负

为学生互帮互助、互看互学，添了一

个渠道。

要留在校内的东西多了，课桌

置物空间难免捉襟见肘。记者看

到，每个教室的后排和侧面都设计

了柜子。早读的古诗集、午间阅读

的课外书、阳光体育的运动器材、教

师批改完的作业本及试卷，都放在

柜子里。每张课桌侧面还有个小挂

钩，不少学生会挂个收纳袋，不常用

的绘画工具、错题本、副课课本都能

放进去。这样背来的书包可以塞进

抽屉，不必挂在椅背上，学生坐起来

也舒服多了。

“书包超重，还有一大原因就是

作业太多，要带回家去做。”卢孔群介

绍，为此学校调整每日作息，挤出75

分钟的作业整理时间。作业整理课

上，教师现场批改反馈，基本实现书

面作业不出校门。

有了75分钟的限制，教师对作业

布置愈加慎重，纷纷对作业动起了刀

子：但凡作业教师必须先做一遍，并把

清单和预估完成时间写在黑板右下

角，每日下午校领导验收；少布置书面

作业，多以运动、劳动、综合实践的形

式来呈现；设立每周无书面家庭作业

日，每月有一个周末不布置书面作业。

“今天要带回家的有语文、数学、

科学课本及铅笔盒。”下午4：20，三（7）

班学生陈启睿开始整理书包。理完

后班主任吴海拉用秤一称，4斤，符合

标准。“书面作业都在学校完成，回到

家就可以跳跳绳、看看课外书，做感

兴趣的事。”陈启睿说，现在周五偶尔

有少量书面作业要带回家做，当天晚

上就能完成，周末可以约上小伙伴一

起野餐、看电影。

与此同时，书包减负之后，学生

的状态也发生了变化。“书包轻了，作

业少了，运动和睡眠时间得到保障。”

卢孔群说，这个学期走在校园里可以

明显感觉到，学生们的腰杆直了、背

挺起来了、头上扬了。记者了解到，

为响应学生高涨的运动热

情，这个学期，学校还引进

了羽毛球和跆拳道的专职

教师。

学校的良苦用心得到

了家长的理解和支持。“学

校的整理课很有效。现在孩子能自

己对照第二天的课表整理书包，理完

了背上书包站到体重秤上测一测，看

有没有超标。如果超标了，我们一家

人坐下来分析研究，这也是亲子互

动。”二年级学生家长许女士说，更令

她高兴的是，书包减负后，孩子的劳

动意识增强了，“从书包自己背，到内

衣袜子自己洗、房间自己打扫，再到

帮我们盛饭、倒垃圾，非常勤快”。

四年级学生家长赖女士则被孩

子的收纳整理能力所折服。她告诉

记者，现在一家人外出，儿子会主动

帮忙打包行李，不仅思考哪些是必备

的，对物品进行分类，还跟家长普及

不同类型物品的收纳方法，有时还带

着弟弟一起整理，俨然是家里的整理

收纳“小导师”了。

一个小书包撬动学校大变化。

卢孔群说，到本学期末，学校还将评

选一批书包减负示范班，号召师生想

出更多的减负小妙招，让学生充分享

受“双减”带来的快乐童年。

11月 9日全国消防日到
来之际，长兴县龙山幼儿园开
展“消防安全记心中”主题宣
传活动。通过消防演练、消防
互动体验、讲解消防器材使用
方法等活动，帮助幼儿掌握火
灾发生后的自救方法，树立安
全意识。图为学生体验热成
像仪。

（通讯员 郑亚慧 摄）

关注消防关注消防，，安全安全““童童””行行

□本报通讯员 尹婵萱 陈华瑞
钟昕璀

又到了放学时间，衢州市柯城区

白沙小学学生程祉瑜在学校接送系

统的闸机前没有等到自己的父亲。

于是她刷脸进入了闸机旁的等候

室。这里有阅读空间，可以翻阅课外

书；旁边还装有固定电话，可以与家

长取得联系。

“程祉瑜同学请注意，您的家长

已来迎接。”20分钟后，正在看书的程

祉瑜从语音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

字，开心地走向闸机出口，她的父亲

程鹏通过刷脸打开了闸机，成功接到

了孩子。

值班教师叶慧萍介绍，学生刷脸

进入等候室时，家长和班主任就会实

时收到信息。只要家长没有手机确

认或刷脸，出口的闸机就不会打开，

每天还有至少1名值班教师在等候室

内看管，“学生待在这里很安全”。

“我从事建筑行业，爱人在医院

工作。我们上下班时间都不太稳定，

放学接孩子常常迟到。”程鹏说，以前

在接孩子的路上会担心孩子有没有

乱跑，没等到自己会不会着急；现在

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孩子的行踪，即使

晚到几分钟都不用担心。

让程鹏这样的家长感到心里踏实

的，正是衢州今年在教育领域数字化

改革中推进试点的“归巢”延时托管服

务。“归巢”打通家长、学生、学校之间

的信息通道，实现信息互动、位置共

享，从而解决了学生放学后家长不能

按时接送、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

白沙小学校长毛伟建介绍，该校

每天有近100名学生需要“归巢”延

时托管，遇到下雨天等恶劣天气，人

数就更多了。“‘归巢’延时托管系统

将不能及时被家长接走的学生进行

集中管理，不仅让家长更安心，也减

少了学校的管理成本和难度。”毛伟

建说。

“当前，个别学生放学后长时间

等候家长接送的现象，是每一所中小

学校都面临的问题，也是家长们所烦

恼的问题。部分家长没办法及时赶

到学校接孩子，放学高峰期校门口人

员复杂，缺少信息凭证，无法确认身

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归巢”设

计团队负责人、衢州市教育事业发展

中心主任徐寅波介绍，设计“归巢”的

初衷，就是希望能通过数字化的手段

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提高学生接送

的安全性和便利性。

据了解，目前柯城区、江山市、龙

游县、常山县多所学校都已经开始推

广“归巢”应用，并受到许多家长好评。

在试点过程中，不少学校发现，

“归巢”除了完善校园安全管理制度，

还大大减轻了教师的压力。“归巢”利

用数字管理，改变原先由各班教师分

别进行管理的模式，将所有等待的学

生进行集中管理，指定了场所、教师、

时间，整体上减轻了大家的工作负担。

“接下去，我们将依据试点学校

的反馈进行系统迭代升级，扩大‘归

巢’服务应用范围，并且在全市进一

步推广，不断增强家长与学生的体验

感和获得感。”衢州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季根寿表示。

打通教育数字化的“最后一公里”

“归巢”延时托管应用让衢州家长安心

浙江省社区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中心成立

本报讯（通讯员 纪驭亚 夏现伟）11月8日，浙江省

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在浙江开放大学揭牌。该中心

由省妇联和省教育厅指导，依托浙江开放大学（浙江省社区

教育指导中心）成立，通过统筹整合全省开放大学、社区教

育机构及其他工作资源和力量，构建省、市、县（市、区）、街

道（乡镇）四级社区（村）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体系。据了

解，该工作模式系国内首创。

接下来，浙江省社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将致力于

线上线下相结合，组织全省社区教育体系开展家庭教育

活动和服务。目前，浙江学习网已有家庭教育课程近80门，

学习资源1300多个。该中心的线上服务将发挥浙江学习

网、之江汇教育广场等省级平台影响力，推进各地各部门家

庭教育相关网上学习平台互联互通，通过“浙学通”和终身

教育学分银行系统，构建城乡社区家庭教育学习成果认证

转换机制。线下服务则会在完善社区家庭教育课程体系基

础上，组织全省系统以传统节日为契机，结合当地文化与需

求，举办系列活动、讲座、赛事。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

要教育内容，深化社区教育进农村文化礼堂活动，构筑乡村

立德树人的新阵地，培育社区家庭教育品牌。

亚太区域幼教盛会在杭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张 晓）11月6日，以“幸福儿童、美好

亚太”为主题的世界学前教育组织（OMEP）2021亚太区域

研讨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

据了解，会议围绕“幸福儿童、美好亚太”这一主题，旨

在交流与探讨亚太区域学前教育发展中大家共同关心的问

题，寻找促进和改善0~8岁儿童发展和教育的方向、路径与

方法，为儿童更幸福的生活助力。为履行防疫要求，会议开

辟五大国家（地区）专场、十大分论坛，聚焦学前教育发展的

十大关键问题进行线上线下专题交流。其间众多海内外专

家学者作了主题报告。

会议由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OMEP中国委员会主办，

浙江师范大学、浙江省学前教育研究会承办，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协办。

温州出台全国首个视力健康
管理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

本报讯（记者 金 澜）2021年5月，温州市被教育部认

定为“2020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先行示范区”。

为切实发挥先行示范作用，日前，《温州市建设“全国儿童青

少年视力健康管理先行示范区”工作方案（2021—2025

年）》（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印发。

《工作方案》提出，全面构建儿童青少年全生命周期的

眼健康管理服务体系，打赢信息化时代近视防控“攻坚战”

“持久战”，到2023年，全市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

年基础上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学生视力普查率、家长

知晓率、护眼知识宣传率保持在100%，学生视力不良矫正

率超过70%。到2025年，全市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和高

度近视发生率得到有效控制，6岁儿童视力不良率控制在

5%以下，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近视率分别下降至38%、

70%、80%以下，总体近视率控制在50%以下，学生视力不

良矫正率超过80%。

《工作方案》强调发挥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引

领作用和温州“明眸皓齿”工程政策叠加优势，坚持综合防

控、科学防控、精准防控、有效防控，通过实施视力健康全民

科普、视力健康环境优化、学生视力普查干预、视力健康惠

民便民、近视防控科技赋能等五大行动，开展全方位近视防

控公益宣传，推进中小学教室灯光改造和阳光体育运动机

制；设置近视预警指标，推动诊疗数据同步进入视力健康管

理大数据平台；利用“智慧眼科”开展视力定期随访监测活

动，将儿童青少年近视诊疗按规定纳入医保；推动名优眼镜

生产企业公益助学行动，争取设立专项基金；加快儿童青少

年眼健康地方标准和行业标准制定，定期发布视力健康蓝

皮书，持续为全国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管理贡献“温州经

验”，提供“温州标准”。

日前，“美育芳华——浙江省衢州高级中学美育成果
展”在衢州市博物馆开幕。展览共展出作品370幅，既有在
校生的美术作品和美育活动记录，也有部分校友的优秀作
品。展览将持续到11月16日。

（本报通讯员 何 音 余云飞 摄）

小书包撬动一所学校大变化
学生们腰杆直了、背挺起了、头上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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