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团活动成孩子们特长舞台

而到了周五，则进入孩子们最期盼的
社团活动时间。

每周五下午的社团课时间，学校有近
70 个社团兴趣班供同学们自由选择搭配，
包含艺术类、体育类、生活类、科技类、益智
类等。为落实“双减”政策，学校上学期又
增加了鼓号、文言文、信息技术、阅读、跳
绳、书法等班级社团 40 多类，让孩子们有
更多选择的空间，更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
个性成长。

不仅如此，学校还充分利用学校开展
的各项活动，进行汇报演出，如学校经典诗
文诵读、“校园歌手”比赛、科技节、艺术
节、篮球、羽毛球、田径体育比赛、跳绳比
赛、诗歌朗诵会、才艺展示、每学期期末的
社团节目专场展演等。为学生展示特长搭
建了舞台，有力地促进了学生特长发展、特
色成长。

特别是该校的戏曲、主持人、礼仪社
团，还在国家级省市区级比赛中屡次获奖，
春天乐团、朗诵节目多次在省市区各大剧
院演出，社团也成为培养艺体各项突出人
才的显要阵地。下一步，学校将以“创新内
容、精品展示、拿出成绩”作为校园社团发
展目标。

何家坳小学：在“双减”中“蝶变”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戴凛 谭筱 通讯员/吴敏

“这个寒假过得丰富多彩，但我更盼望回到学校开始
新学期。”芦淞区何家坳小学六年级学生刘睿菀如是说。

2021年下半年，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株洲，何家坳
小学迎来“蝶变”——通过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
减轻学生作业量、积极开展课后延时服务等措施，真正
让学生的学习生活更好地回归校园，快乐成长。

盼望返校，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孩子们的新年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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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质增效”目标明确

“当时听到孩子们兴高采烈地谈论‘双
减’，那架势比过年还开心，心里有种说不
出的滋味。”回忆起上学期开学前的一幕，
五年级数学教师方琛坦言，既为孩子们感
到高兴，又为接下来开展工作感到一丝迷
茫。因为手里捧着的仍旧是那本充实的教
材，家长们仍然对孩子的成绩抱有殷切的
希望。

不过，学校举办的一场开学布置会，让
方琛和其他教师渐渐有了明晰的方向。

大会上，校长欧阳小珠对“双减”的具
体内容、出台的背景和过程、工作总体思路
进行全面细致的解读。在如何减轻学生过
重作业负担方面，提出要减少作业总量，提
高作业质量，强化教师职责，减轻家长负
担；就如何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方面，
指出要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拓展课后服
务资源，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增强学生和
家长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菜单式作业就像“吃点菜”

有了思想指引，行动就有了方向。学
校首先变化的就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
价改革。

“通过形成完善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
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副校长王华介
绍，学校对学生作业量给出了明确的标准，
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作业，只在校内适当
安排巩固练习，每堂课要有 10 分钟的课堂
练习时间。其他年级作业则像是“吃点
菜”，为 ABC 类菜单式。A 类是基础性作
业，属于必做，是对课堂知识的温习和巩
固。B 类是挑战性作业，属于选做，是对课
堂知识的拓展和深化。C类是实践性作业，
属于选做，是学科实践作业，如阅读、听算、
劳动、运动等，以及跨学科的综合性作业，
如手抄报、实践报告等。

三年级语文教师唐曼红说，在“双减”
政策出台前，曾多次设想过给学生分层布
置作业。但因为各种原因，设想从未真正
落实。如今在“双减”的大教育背景下，自
己真正将“双减”的作业观念落实到教学实
践中，立足课堂，精心设计，争取让作业减

“量”但不减“质”。设置分层作业，让每一
个孩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营养餐”。

课后“面批”解决学生难题

与作业减负相匹配的，则是丰富的课后服务。
记者发现，何家坳小学课后服务采用的是“4+X”模
式。其中 4 是指学生自愿报名参加的课后作业辅
导，共有4天，参与率达到87%。

“通过课后服务，学生的学习效率有了很大提
升，同时也帮助家长解决了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
困难。”二年级数学老师谭典为说，在“双减”前作业
居多，两节课后三点半的时间并不能让学生完成作
业。“双减”后，在优化学生作业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三点半课堂，学生可以在第一节课堂做作业，并交
由老师批改。第二节课堂，老师可以针对问题进行
统一讲解。学生有不会做的问题还可以当面问老
师，及时发现、纠正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此前最担心的是，退出学科类培训后，孩子的
疑难问题无人解答，但有了这样的课后服务，再也
不必担忧了。”家长李先生表示，完善的课后服务体
系，让他们为孩子取消了学科类培训，孩子也有更
多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让学生的亮点绽放光芒

“通过多元评价，让学生看到自己，找
到自己，让他们得到更多的价值认同，让他
们的亮点绽放光芒。”四年级语文老师毛毅
莲说，“双减”不只是教学的变化，一个学期
以来，自己努力去发现每个学生身上的闪
光点，让学生个性化成长。

“既让宝贝在娱乐中学到了知识，又让
我们享受到了美好的亲子时光。”寒假前，
一年级语文老师郭玲收到家长的一段暖心
留言。留言中写道：特别感谢老师每天用
心地设计作业，不仅作业更丰富有趣了，并
且孩子大都能在学校完成，于是孩子会花
更多心思去研究那些更具拓展性的作业。
相信在老师们的努力下，孩子在学校会得
到更好的成长。

2022 年 2 月 12 日，又一场迎接新学期
的“头脑风暴”在何家坳小学展开，明确了
新学期的工作方向和思路。校长欧阳小珠
表示，将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谱写更
美教育篇章。

▲何家坳小学的孩子们喜迎新学期。通讯员供图

▲校长欧阳小珠和老师们一起对落实和推进双
减工作进行热烈研讨。通讯员供图

▲丰富的社团活动成孩子们特长舞台。通讯员供图

▲获评“阳光中队“的班级轮番进行班本展示，
形式丰富多样。通讯员供图

“想留下最美的眼睛看世界”

尿毒症患者决定死后
捐献眼角膜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楚曈）“父亲的心愿就是能留下自己
的眼睛继续看世界。”2 月 18 日上午，
26 岁的攸县小伙廖文杰在市红十字
会《遗体、眼角膜捐献登记表》家属同
意一栏，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两天前，廖文杰的父亲因慢性肾功
能衰竭尿毒症，从攸县人民医院转入市
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治疗。廖文杰为
了陪伴父亲治疗，不得不辞掉工作。

“自 2019 年查出此病后，父亲便
在家中接受保守治疗。”廖文杰说，至
此，生活的重担压在他和母亲文冬英
肩上。

母亲在邵东一家物业公司做保
洁，平日鲜有时间回家照顾父亲。懂
事的廖文杰获悉家中困难后，毅然结
束岳阳的学徒生涯，回到老家一边找
工作，一边照顾卧病在床的父亲。

廖文杰告诉记者，自父亲患病后，
家中支出主要靠母亲的微薄工资收
入。他做出回家照顾父亲的决定时，
其母也是迫于无奈才答应的。“家中实
在再无人手照料病人，不然谁希望自
家的孩子扔下好端端的工作跑回来。”
文冬英轻抚着儿子额头，话语中充满
愧疚。

2021年11月，正在攸县工业园某
单位上班的廖文杰接到父亲病情恶化
的消息后，立马赶回家中。“那天晚上，
父亲就告诉我，假如他没能挺过这关，
希望家里人能帮他捐献自己的眼角
膜，让需要的人代替他继续看世界。”

幸运的是，此后近3个月，父亲病
情一度趋于稳定。为了节省每一分钱
用于父亲治疗，这位26岁的帅气小伙
不敢恋爱，不曾与朋友聚会，就连身上
衣服也是几年前购买的。“农历新年
初，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件羽绒服，但家
里已经没钱了，想想还是从购物车中
删除了。”廖文杰说，他苦点累点都没
有关系，自己最大的希望就是父亲能
坚持下去，等到合适肾源，能通过肾移
植手术重焕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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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年龄70岁
“孺子牛”志愿服务队让居民安心

本报讯（株洲晚
报融媒体记者/谢
嘉 通讯员 卢宇辉）
2 月 17 日早上 8 时
许，石宋西路与王
塔冲路口车流量很
大，现场除了交警
在维持交通秩序，
还有身穿“黄雨衣”
的志愿者也在帮忙
引导车辆和行人。

这些志愿者很
多是白发老人，他
们来自芦淞区王塔
冲社区“孺子牛”志
愿服务队交通秩序
维护队，成立近4年
来，服务市民风雨
无阻。

平均70岁，每日早上7点“上岗”

早上7点，志愿者杨定安、赵白
军来到值守地。当看到有老人小
孩过马路，或车辆抢灯时，杨定安
就会吹响口哨，提醒人们注意安
全。上班高峰期，如果没有人维持
交通，王塔冲路口车流量非常拥
堵，10多秒的绿灯可能仅过一两辆
汽车。杨定安说，因为有了经验，

他们会在绿灯快到时，把后面等待
的车辆调上来，一次性就能过近10
辆车。

见到有 T9 路车驶来，赵白军
来到社区三岔路口，维持交通秩
序。“孺子牛”志愿服务队交通秩
序维护队平均年纪 70 岁，67 岁的
赵白军是年龄最小的。他说，小队

已有10个人，两人一组，每个星期
值守一天，从早上7点到9点。社
区很支持，给他们发放了防雨外
套、裤子和鞋等“装备”。

“这一块交通能够这么顺畅，
社区志愿者功不可没。”交警、公
交司机都纷纷为志愿者们点赞。

“孺子牛”这个名字，让居民安心

“我们就是想让公交车能顺利
进出，让住在这里的居民方便一
点。”杨定安说，T9路车是社区居民
经常乘坐的公交车之一，终点站在
社区的三岔路口。随着社区范围内
车流量增多，公交车在三岔路口倒
车、调头，经常会发生交通堵塞，驶
入石宋西路也是阻碍重重。

公交公司曾考虑将 9 路车的

终点站移到四桥边，但这样一来，
社区近万人乘车就要多走一段路，
路程达四五百米。

杨定安说，2018 年社区牵头
成立交通秩序维护队，大伙给这支
志愿服务队起名字，叫做“孺子
牛”，一是成员由社区老党员、老
干部组成；二是引用“俯首甘为孺
子牛”，想为社会贡献点微薄的力

量，也充实自己的退休生活。
王塔冲社区书记周红伟说，通

过几年的发展，“孺子牛”志愿服
务队不仅有交通维护，还有帮扶救
困、邻里调解、治安巡逻、文明宣
传、爱幼护幼等六个方面开展志愿
服务工作，注册志愿者已有72人，
累计时长3000小时。

▲“孺子牛”志愿服务队员引导行人过马路。 记者/谢嘉 摄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旷昆红）“远亲不如近邻，千金难买
邻里情”。截至 2 月 20 日下午 6
时，天元区奥园广场小区共有300
多名热心邻居向遭受火灾的邻居
捐款，捐款金额达15648.68元。

2月11日凌晨1时许，奥园广
场小区 11 栋业主王女士家，因为
使用电热地毯不当，加上忘了关开
关，导致电热地毯起火，致使家中
损失惨重。令人感动的是，300多
名邻居捐款相助，好几位邻居甚至
提出，免费提供空置房子让其过
渡。

据介绍，王女士把原本铺在地
面上的电热地毯，铺在平时无人睡
的床上。2 月 10 日，亲戚来家里
拜年，孩子也多，这张铺了电热地
毯的床就成了孩子们玩耍的好地

方。晚上睡觉前，大家忘记关电热
地毯的开关。到 11 日凌晨 1 时
许，电热地毯起火了，大火将家中
许多物品烧毁。万幸的是，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火灾发生的当天上午，小区的
热心志愿者到了王女士家中了解
情况，王女士家有两个孩子，大的
上小学，小的才两岁，这是全家唯
一住房。2月13日，热心志愿者发
起了爱心捐款活动，号召邻居们尽
一点爱心，帮一帮王女士家。

“虽然我不认识她，可大家同
住一个小区，这是缘分。她家遭遇
不幸，我们要互相帮助……”2018
年下半年，王女士一家才搬来小
区，和很多邻居素不相识，但大家
热心捐款，20 元、50 元、100 元、
200元……短短几天，邻居纷纷伸

出了援手。
曾经从事财务工作的邻居优

女士承担起记账的工作，当天统计
每一位邻居的捐款，并在第二天在
各业主群公示，截至 2 月 20 日下
午6时，共有300多名热心邻居捐
款，金额达到15648.68元。

火灾发生后，王女士一家先是
带着孩子回了乡下老家。眼看着
孩子开学了，必须回城里住，得知
此情况后，好几位热心邻居提出，
愿意免费将家中闲置住房提供给
王女士一家住，帮其渡过难关。

考虑到邻居们提供的这些房
子或距离远，孩子不方便上学，或
家中无防盗网，对两岁的小孩子有
安全隐患，王女士都婉拒了。王女
士说：“邻居们的爱心之举，让我非
常感动。”

一场大火毁了家 300多名邻居来捐款

▲廖文杰在父亲的捐献器官登记表上
签字。 记者 易楚曈/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