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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以来，漳州市中小学围
绕“减负、增效、提质”目标，多措并举，做实做
优课后服务，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为学生
扩展成长空间。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凝心聚力促“双减”
课后服务助成长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积极推行“2+N”
课后服务工作，不断探索实践“双减”政策下
的特色课程建设，力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高
质量的课后服务课程。

坚持“零起点”教学，促进幼小顺利衔
接。龙师附小教师们精心组织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活动，将幼儿园“课程游戏化”带入
课后服务中。通过开展抽取识字图、乐高拼
拼乐、趣味“小购物”等具有游戏化、趣味化、
体验式的课后服务，帮助儿童顺利适应小学
生活，让课后服务变得多彩且有温度。

劳动教育促“双减”，“五育并举”向未来。
参加课后服务劳动课程的龙娃们，在自己认领
的责任田里，定期浇水和“护理”，不厌其烦地向
老师们咨询有关蔬菜种植的知识。通过体验
实践，龙娃们认识了多种蔬菜品种，熟练掌握
了蔬菜种植的方法，也体会了劳动的快乐。

传统文化进课堂，七彩社团齐开放。三
至六年级增设书法、剪纸、折纸等课程，培养
学生的文化自信，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项目，让学生在“科
技小制作”中，享受小组合作交友、愉悦学习
的乐趣；在歌声悠悠、锣鼓震天的“艺术课程”
中陶冶情操；在“阳光体育课程”中增强体魄，
强身健体。

闽南师范大学龙文附属小学

“三化”举措助“双减”
课后服务新样态

作为龙文区开展课后服务试点校，闽南
师范大学龙文附属小学的课后服务在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中，进行了
四次完善提升。课后服务从建构到个性化实施，以多维度评价为质量
保障，实现了具有本校特色的“三化”系统性运营。

参与服务意愿“温情化”。家长根据自身需求，自主选择是否让孩
子参加课后服务；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选择参加的课后服务
项目；教师根据自身工作安排，自主选择参加课后服务的时间段。

服务项目开展“课程化”。经过不断的摸索，闽南师范大学龙文
附属小学形成一个学科类基础课程、素养类学校共享课程、兴趣类班
本课程的课程体系，涵盖人文、科技、美育、体育、劳育、心理六大领
域。参加课后服务的学生在每日完成课内作业和 60分钟体育锻炼的
基础上，每周进行 3+1+1模式：即 3天基础课程+1天学校共享课程+1
天“一班一品”班本课程，以课程统筹充实课后服务“最后一公里”。

服务资源供给体系“多样化”。闽南师范大学龙文附属小学建立学
校、家长和社会资源三位一体的课后服务资源供给体系，发动学校教师
全员参与，支持家长志愿者积极行动，争取学校周边场馆、单位等资源
辐射，构建以学校为主、优势互补的资源供给体系。

漳浦县石斋小学

弘扬传统文化 营造书香校园

漳浦县石斋小学以“道周”文化为抓手，通过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行为习惯养成教育和心理
健康教育，坚持五育并举，全面推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积极构建文明
校园。

书写规范汉字，传承传统文化。中午参加课后服务的孩子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端正坐姿，凝神练字。中、高年级学生练习钢笔字，低年级
学生练习铅笔字；下午课后服务时，开展书法社团活动。学校通过社团
活动、书画比赛活动，满足学生参加课后延时个性化、差异化发展需求。

用书籍开启智慧，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中午 13:00-13:30，老师
们利用半小时时间组织孩子共读一本书；傍晚17：05-17:35，在低年段
开展阅读社团活动。孩子们在阅读中丰富知识，开阔视野，活跃思维，
受到美的熏陶，同时将读到的内容内化于心，外化在自己的阅读记录
卡、摘抄笔记、特色阅读小报中。

漳州市龙文区第三中学

弘扬传统民乐文化 提升校园美育功能

漳州市龙文区第三中学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美育活动，特
别是在挖掘传统民乐、服务课后、提升校园美育功能等方面进行有益探
索，以此促进课后服务提质增效。

坚持顶层设计，强化领导职责。漳州市龙文区第三中学坚持立德
树人，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繁荣校园文化为立足点，坚持顶层设
计、打造多元传统文化特色为出发点，多次召开行政会，探讨就如何充
分利用民间艺人资源、调动校内美育老师积极性等美育工作达成共
识。同时组建以德育副校长为组长的美育工作领导小组，专职课后服
务美育项目工作，并制定活动方案，指导课后服务提质增效。

挖掘民乐特色，弘扬传统文化。漳州市龙文区第三中学在现有的
二胡社团基础上，增设了舞蹈、古筝、杨笛、民乐等项目，成立了“筝
筝”日上（古筝社团）、笑傲江“胡”（二胡社团）、民乐团以及“舞”林青
春（舞蹈社）等社团，给学生全面
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丰富
多彩的民乐特色美育项目，既为
音乐爱好者提供展示自我、相互
交流的平台，又培养学生合作精
神，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发展。

（据漳州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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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早晨，微凉无风。戳、劈、扫、
撩……龙海区紫泥镇西良小学五年（1）班郭
芯芮手持长棍，时而转身，时而跳起，一招一
式、有板有眼、威力十足。只见她身着黑色武
术服，腰间扎黄色腰带，练起“功夫”来，动作
到位，气势昂扬，不一会儿功夫，额头已微微
出汗。郭芯芮学习武术的时间并不长，但在
教练紫泥镇安山村武术协会康东艇的眼里，
她却是一个好苗子。

起初，郭芯芮见离家不远的闻溪公园有
人在“练功夫”，她心生好奇去围观了几回。
后来见大家练拳、武长棍“挺有意思”，自己就
学了起来。教练发现她学得快、领悟力挺强，
让她成为公益武术学习班的成员了。

郭芯芮热爱运动，从上小学起开始学习
溜冰、滑板、打篮球，样样都不在话下，更是
因为能给同学们表演鹤拳、长棍和长刀，吸

引了不少小粉丝。“我希望经过训练能达到
教练说的‘枪似游龙，棍若雨’的境界。”郭芯
芮说，练习武术并不会让自己觉得很辛苦，
因为在练习的过程中，感受到武术的博大精
深。在训练时，教练除了讲解安山相公拳的
动作要领，还会给同学们讲有关武术的历史
渊源、文化价值。大家在学习武术的同时既
弘扬中华武术文化，又能提升自己身心的素
质，尽享武术带来的乐趣。

武术是强身健体的好方法，练习者需要
长时间的磨练才能具备一定功力。在紫泥西
良小学教导主任林丽水看来，学习武术令郭
芯芮的眼界更为开阔，也懂得久久为功、持之
以恒的道理。“后来，她又学了二胡和画画，不
管学什么她都很专注，学习后劲很足，自然学
什么都不难。”林丽水说道。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功夫女娃英姿飒爽

本报讯（记者 刘健宁）在第九个国家
宪法日来临之际，南靖县船场中心小学以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自觉维
护宪法权威”为主题组织开展系列普法宣
传活动。

在“宪法与我们的生活”主题班会上，
各班班主任从宪法的概念、特征、性质等
方面，并通过学生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对
学生们开展法制教育。学校还通过组织
开展“学宪法 讲宪法”手抄报比赛，让学
生们在创作过程中，了解到现行宪法自颁
布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和基本经验、社会
主义法治精神等法律知识。此外，学校还
开展了师生共读宪法活动，教师带头学
法，学生诵读宪法，掀起学校学习宣传宪
法的热潮。

为了树立榜样，鼓励学生学法积极
性，学校还开展了“宪法小卫士”评选活
动，评选出22名学生为2022年“宪法小卫
士”。船场中心小学卢志辉校长说：“我们
希望通过一系列的普法宣传活动，增强师
生法制意识和权利意识，营造全校师生共
同学习宪法、尊崇宪法的浓厚氛围。”

争当“宪法小卫士”

近日，在漳州开发区第二幼儿园举行的为期一周的趣味运动会上，小朋友们在《飞
夺泸定桥》《翻滚吧小士兵》《巧渡金沙江》《占领制高点》等15个以革命战役命名的游戏
上，融入跑、跳、爬、投掷、平衡等基本动作的训练，在欢声笑语中进行着游戏，在快乐运
动中培养幼儿努力拼搏、不怕困难的精神，同时潜移默化地对幼儿进行革命历史教育。

本报记者 刘健宁 通讯员 高 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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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圈中，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我家孩子
没什么学习主动性，还会拖延，真是愁死我了。”随
后还会补上一句“真羡慕你家孩子，学习很自觉，平
时都是怎么教的啊？”孩子的教育是个永恒的话题，
那些学习自觉的孩子总是会被拿来做“坏孩子”的
标杆和榜样，而家长不知道的是，他们眼中的这些

“坏孩子”可能只是少了自驱力。

缺少自驱力孩子学习没动力缺少自驱力孩子学习没动力

自驱力，顾名思义就是自我驱动的能力，拥有
自驱力的人不需要他人的督促，就会主动去完成自
己该做的事情。有着自驱力的孩子，他们的良好表
现是自发的，不需要家长刺激推动，强烈希望自己
变好。而缺少自驱力的孩子，就成为家长口中那些
学习不自觉的孩子。

“我发现你读书一点都不自觉，这书到底是读
你的还是读我的！”在阳阳的父母眼中，阳阳在读书

时一点都不自觉，每次都要他们来督促孩子学习。
对此，刚上初一的阳阳也很不满，跟记者抱怨道，每
次考不好，父母都会用“读书是读你自己的”“你要
自觉”这样的话来跟他沟通，可是他觉得读书很枯
燥，也不太明白真的只有读书这条路吗？

在家长会上，面对阳阳的情况，班主任老师也
给出了她的看法，她跟阳阳的父母表示，阳阳的学
习态度是一种缺乏自驱力的表现。“不过你们也不
用着急，孩子刚上初中，学习的科目变多，一时不适
应也是正常，但你们可千万不要再用‘读书不是读
我们的’这种话来刺激孩子了。”老师补充道。

孩子缺乏自驱力，有时候不单单是影响学习，
有时候也会影响兴趣的培养。就像刚上五年级的
小婷说的，她现在上舞蹈课已经没有了动力，不知
道再学下去有什么必要了。“也不知道练舞有什么
用，可能唯一的作用就是能在亲戚朋友到家的时候
给他们露一手吧。”在采访中，小婷已经表达出了自
己对舞蹈课的厌烦。

找对兴趣确定小目标找对兴趣确定小目标

采访中，不少老师表示，教育一直都不是“家长
要我如何，我就要如何”，而应该是学生“我想学，我
要学，我自己愿意学好”，前者是来自家长的外部驱
动，带给孩子的只会是被动，后者更多是来源于孩
子的自我驱动，更具有主动性，而如何让孩子“我想
学，我要学，我自己愿意学好”更是每个家长需要思
考的。

“我觉得要想让孩子自觉，有自驱力，最重要的
是要给孩子找对兴趣点。”在找对兴趣点这一方面，
每天晚上带着孩子去球场打球的刘宇就特别有发
言权。刘宇表示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从小他

就带着自己的儿子去找各种“短期培训班”。
“为什么说这些培训班是短期的呢，因为如果

孩子试着去上了几节课，没有兴趣，我也就不带孩
子上了。我爱踢球，但哪怕是我再喜欢踢球，

再怎么想让孩子学踢球，只要孩子在上兴趣
班的过程中告诉我他不喜欢踢球，我就不

给他报培训班。”刘宇告诉记者。
除了找对方向外，家长帮助孩子确

立小目标也是很重要的。王女士在面
对平时不想练琴的孩子，就想到了一
个方法来让孩子练琴。“以后你每天
练一个小时的琴，就给你一朵小红
花，半个小时就半朵，周末如果集齐
五朵，就答应你一个要求。”王女士开
始跟读小学的女儿约法三章。

与王女士设想的一样，这套对于她
女儿真的有用，每天吃完饭做好作业后，

她女儿就会自觉地坐到钢琴前进行每日
的钢琴练习。“孩子看到自己付出努力而获

得的成果，就会产生自信，从而对学琴就会越
来越喜欢，原本枯燥的练习过程也会变得越来越
愉悦和自觉。”王女士笑着告诉记者。

拥有自信是形成自驱力的基础拥有自信是形成自驱力的基础

那如何培养孩子的自驱力？
龙师附小的柯楚蓉老师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树立孩子的自信心，要让孩子觉得自己有条件变
得更好。“拥有自信是形成自驱力的基础。最重要
的是要帮孩子找到自己的优点，不要拿孩子去跟别
人家的比较，只要他比昨天优秀即可。”柯楚蓉告诉
记者。

柯楚蓉还表示，对于小学阶段的孩子，家长还
需要为孩子明确方向，给足孩子动力，并对孩子的
问题给予针对性的帮助。“可以让孩子把努力的方
向写下来，念出来，因为在说与写的过程中，孩子已
经把为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在脑海中演示了一遍，这
样更有助于激发孩子的自驱力，为实现自己的目
标，自发性地找出障碍，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当
然，家长是孩子成长路上的最为重要的指路人，如
果孩子在努力的过程中遇到困难，得不到帮助，很
容易让孩子出现畏难情绪，因此家长一定要耐心地
有针对性地帮助孩子。”柯楚蓉说道。

与小学阶段不同的是，中学阶段除了树立信
心、明确方向、给足动力、教给方法外，漳州五中林
雅玲老师觉得，更应该进行适当竞争。林雅玲说：

“‘想赢’是孩子的天性，特别是在跟同龄的同学朋
友之间更是如此。在学习过程中，为孩子寻找一个
能力略高一点的同伴作为竞争对象，既能帮助孩子
确立目标，又能激发孩子的自驱力。”

此外，林雅玲还觉得应当给孩子相对自由的环
境。在培养孩子自驱力的过程中，父母切记不能总
以“过来人”的姿态去干涉和规划孩子的人生，这让
处在叛逆期的孩子极为反感。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为其创造一种相对民主和自由的空间，有利于
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发现内在潜能，寻找自
身价值，从而获得自驱力。

⊙本报记者 刘健宁

▲家中练习钢琴 李 林 摄

龙师附小参加劳动课程的学生学习有关蔬菜种植的知识
校 方 供图

郭芯芮表演武术郭芯芮表演武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林林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