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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是快乐而漫长的，是每个学生最期

待的时光。有的学生能合理规划假期，学习、

生活井井有条；但有的学生一放假就放飞自

我，家长也放松管理，因此他们疯狂玩乐，把

学习抛之脑后，大大降低了对自己的要求，作

息无规律，学习无计划、无质量，形成了懒散、

拖沓的不良习惯，白白浪费了宝贵的“充电”

时间。为了充分利用好假期，全面提升每个学

生的综合素养，更好地促进家校协作，我们为

三年级学生设计了充满趣味、充满挑战的多

样化暑期实践活动。

一、良好习惯，持之以恒
播种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种一种

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种一种性格，收获一

种命运。好习惯让人受益终生。

1.做好计划巧安排。“凡事预则立，不预

则废”。据以往的观察和了解，很多学生还没

来得及好好规划，假期就结束了。因此，我们

建议学生在放假第一天就结合自己的实际情

况制定好作息时间表，对假期活动进行合理

规划，做个自律的人。

2.快乐劳动促成长。习近平总书记说：

“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光荣属于劳动者，

幸福属于劳动者。”假期正是培养生活自理能

力的绝佳机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会的事

情学着做。

学生可以从日常生活劳动（整理、煮饭、

炒菜、洗碗、洗衣、扫地、修理等）或简单的农

事劳动（种植、养殖、采摘、收割、农产品加工

等）中，选择学习一项或几项力所能及的劳动

技能。在动手实践、出汗出力的过程中，接受

锻炼、磨炼意志，体验劳动带来的快乐，争当

新时代“劳动小能手”。

3.坚持锻炼身体好。身体是革命的本

钱。根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内容，

建议三年级学生每天坚持一分钟跳绳2组、一

分钟仰卧起坐1组、坐位体前屈3次。另外，也

可参与跑步、打羽毛球、打乒乓球、打篮球等

活动；也可和家人一起观看体育比赛，了解一

些体育知识。坚持每天锻炼1小时，让学生阳

光自信、活力倍增。

二、坚持阅读，开拓视野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一本好书，

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谈话。假期是读书的好时

光，坚持每天享受读书之乐，让阅读滋养心灵。

1.书海遨游广积累。利用假期拓展阅读的

广度和深度，阅读内容可以是神话、童话、散

文、小说、科普、历史、地理等。如：《课本里的古

诗词》《中国神话故事》《灰尘的旅行》《十万个

为什么》《亲爱的汉修先生》《查理和巧克力工

厂》《时代广场的蟋蟀》《青鸟》《夏洛的网》《数

学原来这么有趣》《数学是个大侦探》等。

“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坚持每天阅读课

外书1小时左右。

“不动笔墨不读书，不经三思不求教。”学

会在书中做勾画、批注：可以注明不认识的字

词读音和意思；可以勾画喜欢的词语、句子或

段落，摘抄在本子上；可以在感受最深的语句

旁简单写体会。

2.诵读诗词厚积淀。诗词的魅力从古至

今都令人心驰神往，“腹有诗书气自华”，被古

诗滋养的学生更具诗情和文采。

（1）假期里，每天坚持诵读 15 分钟古诗

词，在了解大意的基础上背诵古诗词，抄写古

诗词，争做诗词小达人。

（2）积极观看《中国诗词大会》，为下期参

加诗词比赛活动做准备。

3.诵读英语强语感。每天听读或朗读10

分钟英语，可以是课文、绘本等。

三、外出游玩，感受美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的祖国历史

悠久，山河壮美，发展日新月异，给我们创造

了许多游览的好去处。游览风景区，可到峨眉

山、杭州西湖、桂林山水，感受山河壮美；参观

名胜古迹，可到三苏祠、三星堆遗址、故宫，感

受中华人民的智慧；访问革命老区，可到革命

历史遗址、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先辈纪念

馆，传承红色基因；参观伟大工程，可到三峡

水电站、港珠澳大桥，感受祖国发展的伟大成

就，培养爱国情怀。出行时要做到遵守公德，

爱护公物，保护环境，做一名新时代好少年。

活动建议：

（1）拍：拍摄美景，制作宣传片，与同学分

享交流；

（2）写：写旅游日记，配上图片或者照片，

记录自己的见闻和收获；

（3）画：确定一个鲜明的主题，制作一份

精美的绘本。

四、动手实践，增智提能
人有两件宝，双手和大脑。动手又动脑，

才能有创造。

1.下一下。下棋是一种非常有益的游戏，

它有助于提升思维，培养耐性，陶冶情操。跳

棋、围棋、象棋、五子棋，棋棋有其乐。

2.量一量。数学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

科，它与生活息息相关。积极参与数学实践活

动，选择家里几种物体，测量物体其中一个面

的长和宽，并计算出它的周长和面积。

3.做一做。“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我们决定家校合作，开展暑期“科创小达人项

目招募”活动。

（1）了解科技改变生活的事例，构想一项

科技小发明“金点子”。

（2）做一个科学小实验，探究科学的奥

秘，拍摄一组自己做小实验的视频或照片。

五、牢记安全，警钟长鸣
珍爱生命是永恒的话题。生命有多宝贵，

安全就有多重要。如果我们多一份教育，就少

一份担心；多一份细心，就少一份安全隐患；

多一份微笑，就少一份悲伤；多一份责任，就

多一份放心。安全无小事，小事当大事，确保

不出事，时刻绷紧安全弦。我们制定了十条注

意事项：

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

不要到河、塘、沟渠等危险地带玩耍，预

防溺水；

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在马路上游

玩嬉戏，未满12周岁不得骑自行车；

不和陌生人搭讪，不给陌生人开门；

不进网吧、游戏厅，不浏览不健康的网

页，不沉迷于网络游戏；

未经家长同意不私自外出、外宿和远游；

在广场、超市等人较多的公共场合守秩

序；

远离高压电线和配电箱等，雷雨天气时，

不在大树下或空旷区域停留；

不暴饮暴食，不食用过期变质食物，不购

买“三无”食品。

保持乐观积极的心态，克服焦虑急躁的

情绪，多与家人、伙伴沟通交流，学会自我调

节，预防心理疾病。

我们通过设计全方位、多学科融合、家校

协作的暑假活动，引导学生合理安排，强体

质，长知识，增技能，养习惯，循序渐进，扬帆

启航，为精彩明天打好底色。

伴随着蛙声蝉鸣，校园生活暂告一个

段落，暑假如约而至。孩子盼望暑假，老

师、家长却在犯愁、思考——怎样让孩子

过一个既有意义又不失快乐的暑假？笔者

以为，暑期作业应该“五味俱全”，让暑假

有书香味、艺术味、自然味、劳动味、科技

味。

一是让暑假溢满书香味。有人说，阅

读就像一个储蓄罐，你读过的每一个句

子，看过的每一张图片，都会在未来的某

一天回馈给你惊喜！阅读不但能提高孩子

的认知能力，更能增长见识。选择适合孩

子年龄段的书籍尤为重要。首先，读什么

很重要。过于复杂或简单的书籍都不利于

孩子阅读理解。小学课本快乐读书吧里推

荐的童书经典《一只想飞的猫》《孤独的小

螃蟹》……成了暑期作业的不二选择。其

次，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阅读氛围。孩

子年龄较小，注意力容易分散。加之每天

固定时间，给孩子选择相对安静的环境，

陪孩子阅读半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一只

想飞的猫》前，让孩子首先看书的封面、书

名，猜测一下书的内容。提问：这只猫为什

么想飞？它会飞了吗？它是怎么样飞的？它

会飞了之后会做些什么？……与孩子讨论

书籍的内容，引导孩子带着问题阅读，可

以帮助孩子更好地思考和表达。

二是让暑假充满艺术味。审美感受的

愉悦，影响着孩子的想象、联想、情感及行

为动作。审美情趣是一种积极的心理驱

动，对儿童智慧的启迪，心灵的润泽，具有

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审美能力是孩子的

必备素养之一，让孩子感受美，创造美，理

应成为暑期作业不可或缺的内容。家长可

以引导孩子开展绘画、手工、乐器等活动，

让学生以多种形式感受美、理解美，进而

创造美。要引导孩子在生活中收集素材，

激发创意、想法，亲子共同完成绘画、手工

或艺术品创作，感受创作体验。同时，家长

要注意引导孩子在生活中捕捉美、感受

美。带孩子参观博物馆，感受建筑、艺术品

之美；参加当地的公益暑期艺术班，学习

绘画、跳舞、器乐……一颗颗小小的艺术

种子已然在幼小心田悄悄发芽。

三是让暑假拥有自然味。最美的成长

在路上，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外出旅游，不但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

开阔孩子的视野，更能培养孩子独立的

人格。对于旅游目的地的选择，要根据孩

子兴趣爱好和语文课本相关内容进行选

择。譬如，孩子喜欢观察动物，亲近大自

然，可以全家一起去森林公园、动物园：

看看犀牛的角、可爱的浣熊、刚出生的小

鹿，找找白天贪睡的猫头鹰、挡路的仙鹤

……再如，即将学到《长城》等课本上的

内容，带孩子走出课本，设身处地到长城

爬一爬，到西湖边走一走，让孩子的经历

和课本知识相结合，亲身体验“长城宛如

一条长龙，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盘旋”的雄

伟，感受“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

样红”夏日西湖的独特魅力。

四是让暑假增加劳动味。新时期，国

家层面对劳动教育格外重视，因此颁布了

劳动课程标准，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提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暑假时间相对充裕完

整，要让学生从事力所能及的家务：扫地、

择菜、洗碗、倒垃圾，收拾整理物品或房间，

有条件的可以去乡下摸摸锄头，挖挖土，摘

蔬菜瓜果。这样既让孩子体会到家人劳动

的艰辛，又认识植物百科和农具，更为重要

的是品尝到了的劳动的滋味，磨炼了意志，

简直是一举多得。值得注意的是安全为要，

学生在做家务劳动前，先观摩家长的做法，

再在家长的指导下练习劳动，最后干得好，

干得出色。

五是让暑假具有科技味。国家政策层

面在科技教育方面有这样的表述：在“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强中小学科普和

科学精神培育。教育最为重要的一项任务

就是从小培养学生热爱科学、喜爱科学的

种子，让中国科技人才源源不断地出现。

假期，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参加当地科技兴

趣小组，到科技博物馆参观，见识科技的

神奇，感受科技的魅力，心中自然会生发

出对科技的痴迷与喜欢之情，从而根植家

国情怀，产生为科学技术而奋斗，甚至献

身的美好愿望。这可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东西。

在教育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孩子暑期

作业内容应该有所改变，摒弃刷题思想，

坚持“五味”并举，并且一以贯之，必将为

学生的发展与成长带来重要价值和深远

影响。

在很多学生心中，班级微信群只是老师

发布任务的一个平台。一到暑假，班级群就

静悄悄的。学生要么在家埋头学习，要么沉

溺玩耍。不管哪一种，过犹不及，二者可以做

到平衡有度，适量合宜。个人觉得，学生的暑

假应该以活动的开展和活动的“晒”让微信

群“活”起来，以“群”策“群”力。

若是在群内布置一些套路化、模式化的

纸笔作业，时间一久，学生就会厌倦，可能只

有极少同学能够坚持下来。所以微信群内的

活动要有趣、接地气，能够调动大家参与的

积极性。活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学习活

动；一类是实践活动。

学习活动可以按学科进行。语文学科可

以布置同学们进行每日美读、读美文、赏美

句、品美情，选择录音或以视频记录。英语

学科可以尝试配音。比如一些同学的英语口

语不标准、不流利，可以选择英语动画进行

配音。对于学习初阶的同学难度不大的《小

猪佩奇》是个不错的选择。不管美读或配

音，都是学生能够比较轻松完成的任务，他

们不会产生畏难心理。当学生完成任务并

分享群里后，家长和学生可以欣赏到所有

人的作品，这对于同学们而言既是学习成

果的展示，也能增加动力和自信，促使他们

下一次作业完成得更好，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素养。

假期生活丰富多彩，实践作业必不可

少。学生可以采取拍照、写作、录制音频、视

频等方式在群内分享自己的日常精彩瞬

间，比如：在家中做的家务劳动、制作的美

食、科技小制作；参加的社区公益活动，到

敬老院当志愿者；到农村参加劳动，进乡

村感受劳作的艰辛……这样，微信群就成

了一个分享喜悦、记录成长、集约智慧的温

暖大家庭。

任务发布之后，教师要记得，该点评的

点评，该加分的加分。还可以定期或不定期

在群内进行大家最喜欢的作品评选，在群内

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参与、相互激励的氛围，

让微信群真正“活”起来，并且充满活力。

从“双减”政策到2022年语文“新课标”

的颁布，作业不再是教学的补充或延续，而

是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要重构课堂教学结

构，紧紧围绕“双标”（课程标准和教学目标）

将作业与教学一体化设计。《义务教育语文

课程标准（2022版）》明确表示：“设立跨学科

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

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性要求。”可见，

学科融合是课堂变革的必然，也是作业设计

的最终走向。本文从学科融合的角度探讨初

中语文暑期作业的优化设计。

一、学科融合的暑期作业设计的内涵价
值

学科融合倡导打破学科壁垒，弥补学科

课程的局限性，对学习资源重新整合，让各

学科协同作战，将新课程理念转变为一种具

体的可操作的教学举措真正践行自主、合

作、探究性学习，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

目前，有很多新颖独到的语文课堂作业设

计，而对于暑假的语文作业设计研究甚少，

而以传统作业为主：要么以做题为主，作业

量大，素材陈旧；要么以抄写为主，形式单

一，机械低效，总之，与实际生活脱离，缺乏

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利于学生核心素

养的提升。

学科融合的暑期作业有利于拓宽知识

视野、淡化学科界限，为学生进行个性化、创

造性学习提供有利条件，更好地灵活运用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实现新课标提出的“使学

生在不同内容和方法的相互交叉、渗透和整

合中开阔视野，提高学习效率，初步获得现

代社会所需要的实践能力”的目的，从而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二、学科融合的暑期作业设计策略
1.确立主题，学科本位
学科融合不是简单的学科拼凑，就语

文学习而言，是要以语文学科的重难点为

起点，整合不同学科的相关内容，最终回归

语文学科本身，坚守语文学科功能，力求引

领学生在真实而富有意义的任务情境中开

展语文实践活动，促进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的提升。教师可以根据课本知识、当下的社

会生活并结合班级实际情况，在每个假期

都确立一个主题，使假期作业设计在思维

训练上层层递进，系统规划。笔者现教七年

级语文，七年级下册有一个单元的主题是

“科学幻想”类，为了激发学生对科技的兴

趣，增强学生的了解，假期语文作业的主题

就可以围绕“科技创新”来设计一系列相关

的任务。

2.文化育人，培根铸魂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版）》围

绕“文化自信”“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

创造”四大核心素养确立课程目标，并把文

化自信放在了第一位，也就是说学生不仅要

通过语文学习，还要具体到作业设计上，引

导学生热爱中华文化，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八年级学生学过鲁迅的《社戏》，

社戏是一种中华传统艺术，那么暑期作业就

可以安排以“我与传统文化有个约会”为主

题进行优化设计。比如：虾蚣灯是笔者当地

的非遗文化遗产，学生可在假期探寻当地的

虾蚣灯文化，以记者的身份来报道，或以用

镜头记录所见所闻，或自己动手学习制作等

方式，全方位、全方面讲述关于所探寻到的

传统文化的相关信息。学生通过亲身经历、

体验，更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丰厚文化

积淀，身心得到熏陶，加强文化理解与认同，

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播。

3.经典悦人，根植底蕴
阅读能力是学习能力的核心，暑假有大

量时间，是学生阅读的好时机。因此，需要推

荐一些积极向上、适合学生身心、年龄的书

籍，以便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并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现

实中，一些教师就是推荐了几本书，草草结

束，不会做任何激趣或者指向思维训练的任

务设计。所以，学生一般阅读时走马观花，敷

衍了事，最后不了了之。但教师如果能根据

推荐作品的特点，并结合自己设计的一些分

层的独特作业任务，引导学生主题读、对比

读、猜测读、盘点读和串联读等，阅读效果必

定会显著提高。

阅读是个体超越时空限制，是突破现实

阻碍从而实现精神成长的最佳方式。例如，

结合七年级的学情以及该年级下册第三单

元的特点，笔者设计了《小人物的大风采》主

题阅读作业，选取了已经阅读了的七年级的

整本书阅读书籍《骆驼祥子》，还有余华的

《活着》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这两本书选

其一）进行主题阅读。学生通过主题阅读，更

深刻理解小人物的品质，这些小人物身上有

着朴素的爱和单纯的善，闪耀着人性的光

辉，给人以平实、真切、直抵内心深处的感

动。我们也是社会中的小人物，我们也可以

像他们一样，无论身处何种境遇，要活得温

暖有光芒。

4.实践创新，立德树人
实践创新主要是学生在日常活动问题

解决，适应挑战等方面所形成的实践能力，

创新意识和行为表现。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

能力是素质教育的重点，这可以倡导学习的

多样化，以充分尊重不同学生在经验、兴趣、

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个体差异，对培养学生的

实践创新能力大有裨益。所以，暑期作业设

计要更重视“做”，才能有真“获”。

请看下面笔者以“我与传统文化有个约

会”为主题设计的暑假作业，学生在完成这

三个不同程度的实践任务，可促进多种能力

的发展。

【任务一】在这个暑假，与你的父母或者

朋友一起探寻家乡的传统文化（至少三种），

你可以拍一组照片，为每张照片附上一句

话，记录你对这张照片背后的思考。

【任务二】自学摄影小技巧，拍摄精美照

片和视频，与 2—3 位同学一起组团采访一

位当地的传统文化继承人，围绕一个主题，

做成视频，选择恰当的背景音乐，配以优美

精练的语句说明。

【任务三】训练自己的沟通艺术，选择某

一项你特别喜欢的项目，尝试和传承人交

流，学习制作一个传统文化的物件（瓯绣、剪

纸、木雕、泥塑、蛋画、脸谱、虾蚣等），把制

作过程记录下来。对于这个传统文化项目，

请思考，该如何保护和传承该传统文化？可

通过访问、实地探究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进

行，并给当地的文化局局长写一封信，500

字以上。

学科融合是时代之声，学科融合在作

业设计中是一种自觉，需要以发展学生的

核心素养为导向，核心素养在落实作业设

计中落地。

与暑假相约 度美好时光
——以小学三年级暑期活动设计为例

■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龚海霞 赵晓林 彭玲 莫艳林

丰富丰富““群群””活动活动
点亮孩子的暑假点亮孩子的暑假

■ 重庆市开州区歇马小学 郭沫

探索学科融合的暑期语文作业设计
■ 江西省吉安市泰和教育体育局 刘雪丹

暑期作业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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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山县学苑街小学 姚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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