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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莉 王建明

句容着眼睡眠管理“小视点”，坚持“三向发力”，全力呵护
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强化“机制建设”，在“睡得足”上下功夫。把学生睡眠管
理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性工作，建立协同配合的“行政部门、
学校、班级、家庭”四位一体的学生睡眠管理体系。重视睡眠
管理。保证学生每天睡眠时间，小学、初中和高中分别不少于
10小时、9小时和8小时。严格时间管理。严格控制学生在校
统一教学时间，小学生不超过 6小时，初中生不超过 7小时。
不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加统一的教育教学活动，对于个别因
家庭特殊情况提前到校学生，学校应提前开门、妥善安置。强
化家校协同。通过学校公众号、致家长的一封信、家长会等多
种途径，广泛宣传充足睡眠对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引导家长从思想上和行动上重视并做好孩子的睡眠管理。

强化“环境创设”，在“睡得美”上求突破。因地制宜创造
学生午休条件。洪武路小学设置了 200套多功能桌椅，先行
试点，让学生由原来的“趴睡”变“躺睡”，使学生的睡眠质量大
大提高，有利于学生的身心成长。之后根据师生反馈的实际
使用效果，逐步扩大试点范围。立足午休管理关键点，各学校
将学生午休管理纳入学生课后服务范畴，实施“静、净、精”管
理标准，做到午休氛围安静、环境洁净、管理精细。围绕晚间
睡眠重点，引导家长根据各自家庭情况，积极为学生睡眠创造
独立舒适的睡眠环境，避免噪声、光线和家长的干扰，确保孩
子身心放松，按时安静就寝，不断提升孩子睡眠质量。实施个
性化午休定制。充分考虑不同季节、场地、年段、性别、午休习
惯等因素，各学校为学生提供不同器材、场地的午休方案。

强化“监督管理”，在“睡得好”上做文章。将学生睡眠状
况纳入学生体质健康监测和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关注学生上
课精神状态，对睡眠不足的，要及时提醒学生并与家长沟通，
指导学生统筹用好回家后时间，坚持劳逸结合、适度锻炼，指
导家长监督好学生的睡眠，同时学校根据家长反馈情况及时
改进相关工作，切实保障学生睡眠时间充足。规范作业管理，
探索基础性必做作业与拓展性选做作业相结合的弹性作业机
制。推行作业免检、每周无作业日等探索。开齐开足体育与
健康课程。全面落实大课间体育活动。中小学校每天上午统
一安排 30分钟以上的大课间体育活动并确保所有学生每天
保证1小时以上的体育活动时间。课间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
量活动和放松。坚持面向人人的发展策略，推进学校体育竞
赛活动全员化、体系化、品牌化，让每位学生能熟练掌握 1-2
项运动技能。建立面向全体学生的体质健康测试制度。做好
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数据的收集、上报、复核、比对、干预等；落
实好学生体质报告书制度；依据市级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数据
建立校级学生体质健康档案。关注学生近视防控工作，建立
学生视力状况监测机制，落实每学期 2次全覆盖视力筛查并
建档；市教育局下发《关于在全市中小学加强写字教学的指导
意见》，学校和家庭共同关注学生良好的书写习惯，减少视力
负担、改正不良习惯，提升写字素养。

战争年代固然需要那种敢于斗
争、不怕艰险的精神，然而在和平年
代、平凡生活中，也依然需要那种敢
于斗争、不怕艰险的精神。

最近，我读了好几本书，其中令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小英雄雨来》。
这本书讲述的是孩童雨来和他的小
伙伴斗智斗勇、一同抗日，最终取得
斗争胜利的故事。而其中一个情
节，令我无比敬佩，也令我深深感
动，那就是小雨来被日本鬼子抓住
严刑拷打的过程。

那一天，小雨来正在家看书，
忽然听到日本鬼子行军的急促口
令声。于是，他赶紧把共产党员李
大叔藏好，自己却来不及躲藏而被
鬼子抓住。鬼子对他威逼利诱，小
雨来却坚决不说出李大叔的藏身

之地。鬼子上去就是两巴掌，又对
着肚子打了一拳，打得雨来直流鼻
血、两眼昏花。一滴滴血滴落在课
本上，染红了那一行字——“我是
中国人，我爱自己的祖国”。看到
这句话，雨来强忍着疼痛咬牙坚持
了下来。

小雨来不过是个十三四岁的
孩子，面对手段残忍的日本鬼子、
连孩子都不放过的敌人，他始终没
有畏惧退缩。这等勇气让很多成
年人都难以企及。他心中勇于斗
争、战胜敌人的精神早已淹没了内
心的惧怕。虽然小雨来独自面对
凶神恶煞的鬼子而身处险境，但只
要勇于斗争，同样有绝处逢生的机
会。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你勇
于挑战绝境，任何困难都会悄然后
退，给你让出一条生路来。真正的
强者，是在困难面前无所畏惧、勇
往直前，从而最终战胜困难。

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
需要勇于挑战困难和敌人。当我遇

到难题不想做或题量太多十分烦躁
时，如果我回想一下小雨来的励志
故事，感悟一下他身上的精神品质，
或许就会发现这点困难根本微不足
道。我和小雨来面对困难方面的差
距，还是很大啊。

记得最近有一次上篮球课，面
对强大的对手，我们一开始就有些
想放弃了。上半场结束，看着手中
的篮球，它似乎也在责怪我：平时
那么努力地陪你训练，你就是这么
表现的吗？这时，我突然想到小雨
来的故事，想到了他那股不畏艰险
的勇气，于是我上前鼓励大家：比
赛再困难也要团结奋斗到底。最
终，我们通过奋勇拼搏和共同努
力，险胜强敌。老师也为我们竖起
了大拇指。

小雨来抗日的感人事迹时刻警
醒着我、激励着我。我将把小雨来
勇于斗争、不畏艰险的精神，深深藏
在心中、融入灵魂里，指引着我更好
地走向美好未来。

读懂小雨来的可贵精神和品质
——读《小英雄雨来》有感

市中山路小学仁章校区六（5）班 陈昊岩

本报讯（特约记者 唐守伦）5月26
日，由市教育局和市体育局主办的
2024卡尔美首届镇江市“童趣足球”小
学一、二年级五人制混合组联赛落幕，
镇江市江滨实验小学、镇江市丹徒实验
学校、镇江实验学校分获前三名。

联赛共有 16支队伍 226名运动员
参赛，历时3天，36场比赛共有126粒进
球。镇江市丹徒实验学校丁建平获得
最佳教练员，镇江市丹徒区宜城小学赵
翔宇以16粒进球获得最佳射手，镇江市
江滨实验小学蒋宇恒获得最佳球员。

本次一、二年级混合组联赛为镇江
市首次将一、二年级联赛引入市级比赛

序列，加上 5月 17日至 20日进行的幼
儿“童趣足球”活动，我市校园足球活动
已实现从幼儿园至高中年龄段全覆盖。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青少年足球运
动的发展，积极践行《中国足球改革发展
总体方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快发
展校园足球的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精
神，借助“省长杯”“市长杯”“市区初中生
联赛”“童趣足球嘉年华”等校园足球联赛
等重要载体，全面推动青少年校园足球工
作更加广泛、深入、健康发展，挖掘和培养
足球后备人才，扩大校园足球人才队伍，
从点到面提高青少年足球运动竞技水平，
最终实现学生身体素质的全面提升。

“童趣足球”嘉年华
实现幼儿园至高中全覆盖

本报讯（郦梅红）在近日举行的镇
江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暨

“校村牵手兴农育人 亚夫精神薪火相
传”主题教育现场会上，丹阳市丹凤实
验小学正式加入“小桶种稻”实践体验
校，为孩子们的劳动实践活动开辟又
一方天地。

作为江苏省“双减”示范创建学校，
丹阳市丹凤实验小学立足“双减”创新开
展劳动教育，用别样的劳动思政课作为
孩子们开启智慧、掌握技能、锻炼意志、
收获成长的有效途径，促进“五育并举”，
积极为“双减”赋能。

学校选取了学生最感兴趣的“蔬菜
种植”实践体验活动，以此为切入点，创
设班级“一米菜园”，每班配发 3个种植
箱，实行责任到班、自主管理，努力培养
孩子善于观察、乐于发现、勤于合作的良
好品质，增强动手实践能力，体悟“粒粒
皆辛苦”，养成勤劳美德。同时，各科教
师因势利导，充分开展跨学科融合。科
学老师引导学生认识植物器官、植物生
长周期与环境联系；语文老师鼓励学生
记录蔬菜变化与收获的观察日记；信息
技术课上，孩子们制作电子小报发布劳
动成果。

学校将劳动教育从校内延伸到家
庭，推出了特色劳动作业，创设更加多
维劳动场景，实现校内校外相融相
通。学校聚焦生活自理、清洁收纳、烹
饪技巧、植物种植等方面，按照年级特
点，周周有劳动实践作业，从低年级的

“清洗红领巾”到高年级的“学做番茄
炒蛋”，在进阶中丰富劳动体验、磨砺
劳动品质、发展劳动素养。深入开展
节气活动，引导学生通过看节气知农
事，走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民俗
馆收集了民间的近现代农具，如水车、
铁犁、独轮车等，组织学生参观，系统

了解富有特色的农具；组织学生走进
超力生态园，走到田间地头，系统了解
种植知识，感知农业的前世今生，探秘
农业新科技。

“双减”之下，劳动教育更会赋能
“双减”，赋能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在近期举行的丹阳市首届劳动教育成
果展技能竞赛中，王龙杰、周羽乐、任
瑞欣、杨铭 4 位参赛同学均获得一等
奖；在镇江市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优秀工作案例评选中，学校报送
的《一米菜园，让儿童生活更精彩》案
例获一等奖。

丹阳市丹凤实验小学：

以劳动教育为“双减”赋能

本报讯（徐润福 刘雪芳）5 月 28
日，市外国语学校西津渡校区关工委、
政教处开展“五老润童心，文化共传承”
主题活动，学校“老关工”、退休教师张
桂保、陈忠平到校指导七年级同学折
纸，体会“指尖上的艺术”。

课堂上，张桂保老师耐心讲解折
纸的基本技巧，从简单的对折到复杂
的立体造型，每一个步骤都细致入

微。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讲，手指不
停地翻动着纸张，一步一步跟着老师
学。在两位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同学
们逐渐掌握了折纸的技巧，很快完成
了自己的作品。参与活动的同学表
示，很高兴参加折纸这样的传统手工
活动，既能够学习传统文化，锻炼手眼
协调能力，又能培养耐心和细心的品
质，很有意义。

“五老”润童心 文化共传承

本报特约记者 唐守伦

一只只装上泥土和水的金黄色小
桶，整齐地摆放在同学们面前，绿油油
的“小桶水稻”秧苗被分发到同学们手
中。5月 22日，镇江市第四季“校村牵
手兴农育人 亚夫精神薪火相传”主题
教育现场会在丹阳市丹凤实验小学举
行，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时代楷模、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最美奋斗者”、江苏省
劳动模范赵亚夫来到活动现场，为同学
们讲解栽插秧苗技术。

“经过连续3年的推广实践，小桶种
稻技术在校园内越来越成熟。栽插时，
只需将长在泥块上的两棵秧苗插入土中
即可。”赵亚夫边讲解边向同学们示范
小桶水稻种植的技术要点。

当赵亚夫让同学们动手插秧时，孩
子们用双手捏住长有秧苗的泥块根部，
用力插入小桶中央的土中。随后，赵亚
夫低下身子检查各个小桶里的插秧苗
成果。

“我的秧苗插得不太正，会不会长不

好呢？”听了四（6）班郦子豪同学的诉说，
赵亚夫笑着安慰说：“即使秧苗倒在水桶
中，也能自动站立起来。”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它贯
穿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水稻最早的
原产地在长江中下游，包括丹阳市，只
有通过水稻种植等劳动实践，才能更好
地了解、认识、体会农耕文化的内涵，更
加珍惜劳动成果。”赵亚夫边指导孩子
插秧，边向孩子介绍中国的农耕文化。
孩子们对农耕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感到无比自豪。

看到一棵棵秧苗移植到小桶内，赵
亚夫和孩子们都格外开心。孩子们表
示，一定会照顾好这些秧苗，呵护它们
成长，直到收获的季节。

在欣赏了丹阳市匡亚明小学的情
景剧《遇“稻”美好，砥砺成长》后，赵亚
夫和镇江市大中小幼学生代表进行面
对面交流。当赵亚夫得知孩子们担心
难以解决水稻生长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时，他爽朗地表示：“我和亚夫兴农团队
将通过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平台传

播稻作文化、农耕文化，与大家定期互
动，帮助大家答疑解惑。”

“赵爷爷，水稻打农药、施化肥让
我们吃了不放心，不打农药又会有很
多虫子，使粮食减产。您是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的呢？”

……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争先恐后地

与赵亚夫交流农事话题。
在与同学们交流后，赵亚夫鼓励同

学们在学校好好学习，进入社会加强实
践，无论何时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成长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通过参加‘小桶种稻’实践活动，
不仅能使孩子们增长传统农耕文化和
现代农业知识，更能提升劳动技能、培
养劳动精神，也是十分接地气的思政实
践课……”丹阳市丹凤实验小学校长汤
英峰说：“虽然每天都吃大米，但孩子们
不知道水稻是怎么长的。将通过管理

‘小桶水稻’，在水稻的成长、抽穗、拔
节、收获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懂得‘一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的深刻道理。”

据悉，我市已连续四年启动“校村
牵手兴农育人 亚夫精神薪火相传”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近 120所中小学、幼
儿园已种植了 3700多桶小桶稻。在第
四季活动中，将着力开展“七个一”活
动：通过看一部电影，了解亚夫精神；听
一次讲座，学习水稻种植技术；去一次
乡村，感受农业农村现代化……探索劳
动课程育人，培养教育学生“爱农、助
农、兴农”良好品质，加快培养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后续人才。

“促进劳动教育与大中小学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共融互通，对于实现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意义深远。”市教育
局局长黄科文欣慰地说，“要让更多的
学校与学生参与其中，全过程感受水稻
的生长过程，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农民的
艰辛，收获更多更大的教育实践成果，
努力为加快乡村振兴发展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步伐培养输送更多合格的
新生力量。”

镇江学子“桶”里耕耘梦想田

种好“小桶稻”培育“爱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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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中山路中心幼
儿园“程默青少年摄影社团”
的孩子们来到程默摄影陈列
室进行实地参观，同时走进
国防主题公园进行摄影采
风。孩子们不仅掌握了摄影
知识与技巧，还感受到了生
活中的美好瞬间。

陈天奕 刘娇 摄影报道

5 月 22 日中午，扬中市西来桥
学校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整本
书阅读课本剧展演活动，引导师
生养成好读书、读好书的习惯，推
动书香校园的建设。

李亚男 摄影报道

向解放军学习
“稍息，立正，敬礼……”近日，市中山

路中心幼儿园中建园区的孩子们在教官
的带领下，开展了“向解放军学习”活动，
英姿飒爽的队列训练和旗操练习，让幼儿
在不同的挑战中锻炼直面困难的勇气和
坚持到底的毅力。 张燕 摄影报道

“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丹阳市陵口镇关工委联合市场监
督管理局陵口分局、爱心企业，走
进折柳中心小学，为品学兼优学生
赠送奖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早日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材。

袁军辉 摄影报道

近日，句容市茅山镇春城中心
幼儿园开展亲近大自然研学活动，
走进伏热花海，满足孩子们探索大
自然的愿望。 杜诗雨 摄影报道

学茶艺 品悠香
5月24日，扬中市新坝镇中心幼儿

园邀请茶艺工作者，为孩子们展开一场
与茶相识的探究之旅。活动让孩子们
了解到更多的茶知识，在观茶、品茶的
过程中感受博大精深的茶文化。

吴亚 摄影报道

奖学润心 造福乡里

快乐研学 亲近自然

书香润童年 有你“剧”精彩

习作天地

童眼看世界
幸福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