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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纯纯

8月 24日 6:30，晓风轻拂，衢州

市柯城区月亮湾小区的喷水池前，近

60名孩子和家长聚集在此进行热身运

动。在1名专业领队和5名志愿者的

陪同下，他们将和往常一样在小区内

完成2公里左右的晨跑打卡活动。

这是该小区“湾湾亲子跑团”开跑

的第21天。8月2日，由小区内几名

家长自发倡议、业委会牵头组织的亲

子跑团正式成立，受到了业主群里其

他家长的热捧——“终于有充分的理

由让孩子动起来了，平常非必要拉都

拉不出家门”“家门口就有专业老师带

队晨跑，方便又放心”“每天坚持户外

运动，可以预防近视”……

热捧的背后是家长们的迫切需

求。“双减”之下，当孩子的假期不再

被培训班霸占，该如何帮助孩子利用

好、安排好这些空白时间成了摆在广

大家长面前的新难题，更现实的问题

是——孩子有空了，家长有空吗？

杭州市回族穆兴小学针对全体家

长所作的学生家庭周末安排情况调查

显示，固定双休的家长为41.48%，而

无休或无固定休息时间的家长则占

47.71%，其余家长为固定单休。

“即使有时间陪伴，家长的陪伴能

力不强、活动资源不多，都会导致学生

度过双休日、节假日的方式比较单一，

户外运动、社会实践、艺术欣赏等安排

相对较少，这样的现实困境仅靠家长

一己之力无法破解。”回族穆兴小学德

育处主任沈婷说。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绍兴市柯桥

区实验中学校长董建康，他说“双减”

之前，大部分学生在双休日、寒暑假会

到培训机构去，家长和孩子已经习惯

了这种生活，“双减”之下，学生去哪

里、干什么成了摆在家长眼前的现实

问题，“有些家长节假日也要上班，学

生待在家里玩手机、睡懒觉，甚至会出

现心理问题”。

柯桥区实验中学以200名家长为

样本进行抽样调查，发现近81%的家长

暑假无法在家陪伴孩子，86%的家长表

示暑假管理孩子很棘手，“怕孩子无人

管理，白天在家玩手机、玩网络游戏，导

致眼睛近视、游戏成瘾”“怕孩子与同伴

出去看电影、逛街等出现安全问题”“自

己无法辅导孩子的各门功课，怕孩子学

习受影响”排在“家长担心问题”的前三

位。与此同时，有87%的家长表示，抽

1天或2天时间全程陪伴、管理孩子，是

“可以做到并非常愿意的”。

因此，在经过充分的讨论并咨询了

学生与家长的意见后，“双减”政策落地

后的第一个学期，“抱团生长”的学伴小

组在柯桥区实验中学正式诞生——各

班学生和家长在自愿原则下成立学伴

小组，每组以5个家庭为宜，家长轮值，

陪伴学生开展体能提升、自主思学、跨

学科学习、创新文明、志愿服务等活

动。“在学伴小组的实践中，最重要的是

坚持学校主倡、家长主导、社区主场，整

合各方资源，让学校、家长、社区发挥出

‘1+1+1﹥3’的叠加优势。”董建康认

为，在以前，家校社三方合力很多时候

都只是空话，“双减”让其真正实现。

该校督导叶利萍介绍，经过一个

学期的实践，今年暑假学校又增加了

学伴小组评价环节，对小组各成员的

参与态度、协作精神、能力提高等方面

进行考量。各学伴小组根据评价调整

实施策略，学校、班主任掌握各小组活

动情况数据，并适时召开家长会、社区

干部座谈会，积极助推、改进学伴小组

各项工作。

回族穆兴小学同样倡导学生家

庭互助，自发组建“周末帮帮团”，并

设计研发学业互助团、素养拓展团和

实践成长团三大实施载体，为帮帮团

开展亲子陪伴活动提供内容支撑。

沈婷介绍，为保障“周末帮帮团”的有

序运作，学校还组建了“父母值日生”

“教师指导员”“邻里志愿者”三支队

伍，形成家庭互助、家校导助、社会襄

助三大机制。

五（3）班学生朱昕悦的爸爸朱

延文说：“‘周末帮帮团’的形式非常

灵活，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学校列出

的实践清单也拓宽了我们开展活动

的思路。”前不久，朱延文和帮帮团

的家长按照清单上推荐的实践场

域，带领孩子们“打卡”参观新建在

小营巷边的红书

房，与孩子共读

一书，并为他们

准备了红色知识

问答小游戏，在

互动中了解中国

共 产 党 、共 青

团、少先队等相

关知识。

三（2）班学生

陈宥霖的妈妈林

碧娥则将“周末帮

帮团”的假日小课堂办在自己家中。

开茶室的她，常常和丈夫一起担任活

动组织者，为孩子们介绍茶叶的历史、

种类等，并指导他们学习传统点茶手

艺，最多的时候一次有 8 个家庭参

与。“氛围感很重要，小孩子有了同伴

以后，学习的积极性会比较高。平时

我们在家跟孩子讲茶叶有关的知识，

他总是一副没兴趣的样子，但有了帮

帮团，他现在还会鼓励小伙伴认真学

习。”林碧娥说，有时候如果参与家庭

不多，她还会邀请儿子的幼儿园同学

一起参与。

作为“湾湾亲子跑团”的组织者

之一，衢州第二中学的范少杰这个假

期最开心的事情是看到跑团里的好

几个孩子都交到了新朋友，“以前暑

假，小区里是看不见孩子的。现在好

几个孩子成了好朋友，约着一起出门

运动，还邀请对方到家里玩，双方家

长也变得熟络。大家每天都是高高

兴兴地来，精精神神地离开”。

在董建康看来，开展学伴小组活

动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之间的关系从同

学变成朋友，“同学和朋友是不一样

的，一起出游，一起学习，一起完成志

愿者服务，去过对方的家里，吃过对方

父母做的饭菜，这些都能让同学情谊

得到升华”。

□郭青松

回顾这个夏天与校园相

关的安全事件，笔者认为校园

安保话题有必要拿出来谈一

谈。8 月 3 日上午，江西省安

福县一歹徒持械窜至某私立

幼儿园行凶，造成 3 死 6 伤。

在更广的时间范围来看，这类

案件已经发生过多起了。比

如，2019年9月2日，湖北省恩

施市一小学发生伤人事件，致

8 死 2 伤；2018 年 6 月，上海市

一小学门口发生伤人事件，致

1死2伤……

从案件本身来看，这些

并不是那种有组织、有预谋

的恐怖活动，而是某些“孤

狼”因某些因素而爆发出来

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具有突

发性、不可预见性，所以在预

防上存在很大的困难。但再

怎么难，也必须尽力防范。

校园安全是社会安全的重要

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少年

儿童安全、健康地成长，关系

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安宁乃

至社会稳定，各相关责任主

体都应该尽最大努力避免类

似悲剧的发生。

从以上案件来看，笔者以

为，中小学、幼儿园的安保力

量须更专业化。稍微留心一

下就会发现，不少校园保安的

专业训练不足，有些身体素质

也不尽如人意，甚至有不少是

60岁左右的老年人，一旦遇上

暴力分子，他们未必能迅速有

效地制止暴力行为。

我们没办法责怪这些保

安，也很难将责任完全推到

学校头上。对于校园安全来

说，不仅需要保安年轻力壮，还需要他们掌

握相应的技能，有严格的行业规范和基本

的从业底线，并且具备应对一些突发事件

的能力。

如何解决？笔者建议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由政府出面，全面负责中小学、幼

儿园的安保配置工作。政府可以成立专门

的部门，与专业的安保机构合作，为各学校

输送专业的安保力量。同时，可以定期组

织针对校园安保力量的专业培训。这样可

以从根源上解决学校安保力量“不够专业”

的问题。

除此之外，考虑到学校的经济实力，也可

以由政府与学校各按一定的比例出资，购买

相应的安保服务。如此一来，既可以解决安

保工作的专业性问题，又可以解决学校经费

不足的问题。

二是由学校牵头建立安保工作考评标

准。校园安保有其特殊性，安保人员面对的

主要是未成年人，这就对他们的道德素质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校园安保人员除了

需要专业能力，还要有道德、爱心。这就要学

校、政府以及相关的安保公司通过制定安保

标准，健全安保体系，加强与公安部门的合

作，对安保人员进行合理的筛选、考核，确保

安保工作符合校园需求。

【实话实说】校园安保力量需走向专业化

在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中，极限飞
盘作为新兴体育项目纳入义务教育阶段的体育与健康课
程。暑假期间，长兴县第一小学对全体体育教师开展飞盘
运动培训，让教师掌握当下最流行运动的基本技能，强化教
师的身体素质，并将在开学之后的体育课中推广飞盘运
动。图为8月22日，该校体育教师正在学习飞盘抛接技能。

（本报通讯员 谭云俸 敖克峰 摄）

□本报记者 童抒雯

对11岁的褚恬馨来说，这个暑假有

点“野”。射击打靶，急救训练，制作拓

片，野炊，拉练……和往年被父母“塞”

进一个又一个的补习班不同，今年她的

暑假活动清单上多了不少往日鲜有机

会尝试的项目。和褚恬馨一起的，还有

来自桐乡市振东小学和凤鸣小学两所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他们在桐乡市青少

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体验了不同寻常

的暑假生活。

“双减”之下，这些新潮且带有野趣

的教育综合实践活动为青少年的假期生

活打开了一方新天地。日前，记者来到

位于桐乡市大麻镇海华村的桐乡市青少

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一窥究竟。

在桐乡市教育局的统筹安排下，每

年，桐乡全市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

的学生都会来到该基地体验四天三夜

的综合实践活动，该综合实践活动目前

已经纳入全市中小学校的教学计划。

体育馆里，一群身着迷彩服的“兵

娃子”在基地教官的引导下，正匍匐在

地，单眼瞄准前方靶心，凝神屏气，扣下

扳机。“80环！”“哇！”人群中迸发出一阵

喝彩——这是“电子打靶”课。

在航空航天科技馆里，学生们沉浸

在模拟飞行之中，只见他们手握操纵

杆，双眼盯着屏幕，稍不留意，“驾驶”的

飞机便一头栽地；在“中药香囊”课上，

学生们五六人一组，分工合作，有的为

药材称重，有的碾磨原料，有的设计香

囊包装；在“瓦当传拓”课上，学生们在

亲手制作瓦当拓片的过程中感受中华

传统文化；还有“红色研学”“苔玉制作”

“户外野餐”“大棚采摘”……丰富多彩

的课程让学生们增添了一项又一项新

奇又新鲜的人生体验。

据了解，科技探究、农耕体验、军

事拓展、研学旅行、生活自理是该基地

实践活动的五大系列课程，着重锻炼

中小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理自律能

力。针对不同年段的学生，课程会更

新升级。

俞海东是“瓦当传拓”课的负责教

师。在课程设计和实践中，俞海东的理

念是“链接”：“我们会有意识地把桐乡

当地的建筑特色和传统的技艺结合起

来，让学生在了解古代历史、江南建筑

特色的同时提升艺术审美，这是劳动教

育和美育的一次链接。学生还可以把

自己的作品带回家，这让他们更有成就

感了。”

玩得这么“野”会不会影响学习？

基地负责人俞国兴坦言，基地试运行

时，他确实听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

“一些学生甚至会背着一书包的书

来”。然而，随着“双减”的深入，选择

让孩子到田间地头“野一野”的家长越

来越多——家长和学生“用脚投票”，

验证了实践活动的价值。

据统计，今年暑假期间，基地共开

展活动25场，参与人次超过2万。“姐姐

去年就来参加过这里的活动，今年终于

轮到妹妹，她很兴奋，早上7点多就从家

里出发了。”凤鸣小学学生王雨欣的家

长说。该校的朱老师有过几次带队经

历，让她感受最深的是学生们在活动前

后的变化：“实践活动结束后大家的精

气神都好起来了，一些学生变得自信

了，愿意开口表达了。”

“现在，一些校长很早就开始预约

场地和时间了，希望能早点把学生送过

来体验。”俞国兴说，他希望学生们能通

过四天三夜的朝夕相处，在体验集体生

活的同时增强集体荣誉感和爱国情怀，

“让基地生活成为学生们人生旅程中一

段美好且有意义的回忆，是我们进行综

合实践教育的意义所在”。

【四版头条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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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运动，一起学习，一起做志愿者……

家庭组团带娃“香”在哪里

8月24日早晨，衢州市柯城区月亮湾小区亲子跑团的成
员在做完热身准备后，开始跑步。

（本报通讯员 刘惠震 摄）

桐乡市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不背书包，满载而归杭州市紫金港中学

小棋手讲课，居民听课

本报讯（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余 磊）近

日，杭州市紫金港中学“紫金港棋社”的小棋手志愿

者走进政苑社区，举行了一场以“走进小棋局，拥抱

大世界”为主题的棋类公益活动，为社区内喜欢棋

类运动的小朋友上了一堂体验课。

“亚运会比赛项目中，有哪几种棋类运动？”

“中国象棋是哪一年进入亚运会比赛项目的？”

活动现场，小棋手们不仅为社区的小朋友介绍

了国际象棋、中国象棋、围棋等各种棋类运动的

历史、规则，还结合杭州亚运会和棋类文化，组

织小朋友们进行趣味问答和游戏活动。此外，

棋社还邀请了浙江省国际跳棋队主教练赵岩、

中国象棋女子大师梅娜等棋界大咖来辅导小朋

友下棋。

据了解，棋社是该校的品牌社团，致力于推广

棋类文化和教育。此次活动是学校和社区充分发

挥“资源共享、阵地共用、活动联办”的优势，推动学

校资源下沉社区，开展社校共建，提升学校服务功

能的一项举措。

飞盘来了，接住

视点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