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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一翻五花八门的寒假作业，不论是要练
就十八般武艺，还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都是
一本薄薄的账本。为了交上一本完美的作业，
很多城市家庭都不惜重金。然而，孩子们对这
些作业都“买账”吗？

厚起来的作业账本
亲子“远足”、阅读，到景区当志愿者，参加

冬令营……越来越丰富的学校和家庭寒假作
业，让家庭账簿厚起来。

一个北海道滑雪课程+亲子游6万元，一
个一对一外教英语课程300元/小时，一个网
球私教课368元/小时，广州赵女士给儿子量
身定做的豪华寒假作业套餐花费近8万元。

除南方沿海发达城市外，不少中部和北方
城市家庭的寒假作业账单也不菲。徐丹是江
西南昌市西湖区的一名企业职工，她给记者算
了一笔账，带孩子去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加
食宿和购物，一趟下来花费6000多元，另外她
还计划带孩子去趟香港，费用预算约1万元。
春节后，孩子还要上小提琴强化班，每节课
150元，要上20节课。仅这几项，加起来要2
万元。

沈阳小学四年级学生家长张女士告诉记
者，每年都会在学校作业的基础上，给孩子的
寒假作业加把力，支出主要分两块，一是学习
支出3200元，包括学科培训、兴趣班和购买教
辅资料和课外书；二是游学支出，预算1万元。

升温的“作业”经济
学校布置的寒假作业侧重知识巩固和社

会实践，家长安排的寒假作业意在给孩子增长
见识，培养特长，但无论哪种作业，都让假日经
济火了起来。

记者走访各课外培训机构，大多针对寒假
推出了各门类、针对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补习
班、培训班、冬令营、拓展训练营等。“学校写的
作业少了，孩子太闲了，参加兴趣培训等成为
上班族家庭的好选择，很火热。”一位家长表
示，尽管这样孩子比平时上课还要忙。

武汉一家培优机构的负责人称，寒假期间
开设了语文、数学和英语培训班90多个，数学
班70个。有几个培优寒假冲刺班在去年12
月初名额就已经报满。汉口一家培优机构开
的寒假培优班，今年比上年少儿部学员人数增
长近600人，中学部学员增长400余人。

沈阳一家“北京科普冬令营”，6天报价

4000元，主要是到北京故宫、科技馆、天文馆、
北大校园等多地深入参观游览，是一般旅行社
价位的两倍，但专门设计的旅游路线，吃“百年
老字号”，住“四合院”等特色，仅发布两天就吸
引了数十位家长咨询。

各种寒假作业还助推了数码产品的热
销。记者发现，寒假期间，以学生为主推消费
群体的数码产品如学生平板、电子阅读设备、
点读机、家教机等销量上升。

一些家长表示，长知识是最重要的，寒假
是给孩子补不足的好机会，为了孩子，这些几
千元的数码产品，节省咬咬牙也是应该的。

花经济账莫欠快乐账
减负手写的作业，各式各样的寒假作业丰

富了孩子们的生活，但对于可能造成的孩子们
内心寂寞值得关注。

记者随机采访了10多个小学生，他们都
不约而同地表示，最快乐的时光是跟小伙伴一
起玩，而不是被爸爸妈妈安排着“玩”。

很多学校的开学第一课是分享假期作业，
制作一张海报告诉同学自己假期都做了什么。
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副局长时洪说，一定要注
意引导，避免孩子们之间的互相攀比。特别是对
一些经济条件有限、没有条件旅游的孩子、农民
工子女、农村孩子等，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

更多老师提倡阅读，通过书籍看世界。广
州的一些小学、幼儿园的寒假作业是结对子进
行图书阅读分享。家长葛女士说，孩子们在一
起读书非常快乐，他们各自带上自己喜欢的
书，轮流读给大家听，互相讨论，不仅丰富了见
识，也交流了思想，家长只需准备一些食物即
可，花不了什么钱。

在一些农村地区，这样不花钱的寒假作业
小组也有。这个寒假，江西弋阳县圭峰镇中屋
村的吴子浩家里每天都很热闹，村里的好几位
留守儿童每天都来他家一起做作业。村里成
立了寒假互助学习小组，吴子浩的妈妈负责照
看这些孩子。据弋阳县教育局统计，这样的寒
假互助学习小组在弋阳县乡村有200多个，每
一个活动点还会有学校老师和村干部过来指
导巡查。

吴子浩的妈妈张菊英说，以前寒假孩子经
常出去玩电子游戏，甚至打老虎机，花钱不说，
还染上了恶习。今年在学校的引导下，成立了
寒假互助学习小组，孩子们在一起学习、游戏，
健康积极，还不用花钱。

一本寒假作业，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也是跨越几代人的共同话题。

【60后、70后】
年过50岁的魏女士，想起当初在山东泰安肥城市小学放假的经历感触

颇深，“当时我们没有什么作业。小学放寒假，学校会布置割草、砸石子一
类动手劳动的作业，比如将大石头敲碎成一整筐丸子大小的小石子，供学
校修路使用，割草喂牛。”

除此之外，她和同学还捡拾废品勤工俭学，玻璃块、铁块等可以回收利
用的材料，在开学时送到废品站换取补助生活的零钱。

“70后”沈阳市民李先生说，小学时候的寒假作业就是两本语文和数学
练习册，一共30来页，放假前四五天就能写完，同时，老师会布置几篇命题
作文，字数要求三四百字，或写人物或写动物或写难忘的一件事，写完后就
可以尽情玩耍。

高中寒假，留给很多“70”后印象很深的是，老师都会发一些油印的习
题卷子。很多同学都一声叹息，语文、数学、英语各十来份，一个寒假都在
写卷子中熬过，满手都是油墨味。

【80后】
说到“80后”的寒假作业，总会联想到厚厚的《寒假园地》大本子和做不

完的练习题。网友“溪溪踢薇”说，“小学寒假发两本《寒假园地》，一本语
文，一本数学，勤快点两天就能写完，而我总是等到快开学时再加班写，实
在不会的，开学第一天赶紧抄……”

“读小学时跟家里人去附近旅游，其实就是去别的县城转转，感觉很
‘时髦’，我会把这些内容写进寒假日记。”今年30岁的小赵，是云南大学历
史文献学专业的一名博士研究生，一提到寒假作业，就关不住话匣子，“我
们小时候作业做都做不完，学校发放的两本寒假练习册，又厚又重。老师
还要发下学期的课本，让我们预习。”

到了高中寒假，留给一些“80后”印象最深的还是堆积如山的作业。“那
时一切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从语文、数学、英语，到物理、化学、地理，每门
都有作业，一门比一门多。”此外，“80后”的寒假中已经开始有课外补习的
记忆，当年一些青少年寒假由课外辅导班填满。

【00后】
现在过寒假的孩子们大多数是“00后”了，随着各地教育部门减负力度

越来越大，各地学校学业作业大大减少，可谓是作业负担最轻的一代，他们
的寒假开始重视社会实践能力。

今年寒假，济南舜文中学小学部给孩子们准备了“寒假七彩实践套
餐”，学生们可以根据兴趣自主选择。其中，“绿色行动：手拉手，争当环保
小卫士”“青色行动：学当家，争当父母小帮手”“橙色行动：做公益，争当爱
心小天使”都颇具时代特色。

对该校4年级学生朱福瑞来说，寒假作业“红色行动”里的写春联、写福
字、剪窗花、画年画都十分新鲜，这个春节他要为家人写一副春联。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不少家长为了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专门报名各
式各样的冬令营、特训班，丰富了“00后”们的冬天，也给他们带来了成长的
烦恼。在昆明市新迎中学读初二的小磊这个寒假就不得不参加培训班，他
的母亲陈女士说，“孩子能过一个高高兴兴、省心省力的寒假当然好，可是
爸妈两个人都要上班，报培训班才放心些。”

从“60后”到“00后”，寒假作业从单一变丰富、从玩乐到实践，见证了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成为一段时代变迁的中国记忆。

算一算，你的寒假作业账本
●新华社记者 郑天虹 廖君 沈洋 王莹

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区开展“体验民俗 快乐寒假”社会实践活
动。学生走进田园棉文化园，近距离体验传统手织粗布工艺的纺线、
经线、织布等工序，感受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丰富寒假生活。图为
学生在冀州区田园棉文化园内参观手织布产品。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杭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的“Do都城”少儿职业体验馆推出“金鸡
报晓辞旧岁 福满庙会迎春来”新春特别活动。小朋友们不仅能够近
距离观摩糖画、捏面人等传统手工艺展示，还可以参加写“福”字、舞
龙表演、大巡游等活动，感受浓浓的年味。图为在杭州市青少年活动
中心，小朋友在民间艺人的指导下浇糖画。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做家务、看电影、录视频……寒假如
期至，作业大不同。记者在多地中小学解
到，传统的寒假作业大本、复习题、写日
记，逐渐被体验式、个性化、重实践等新式
作业代替，孩子们开始从枯燥寒假作业中
摆脱出来，并在完成作业过程中寻到快
乐，增长本领。

手工制作、做家务、看电影
也是寒假作业

今年寒假，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
市中区等区县将不再为学生订《寒假生
活指导》，延续多年的寒假作业大本与
学生们再见了。与此同时，手抄报、手
工制作等个性化寒假作业走进孩子们的
生活。

寒假伊始，从辽宁、山东到江西、广
东，很多学校的寒假作业悄悄“变脸”，厚
厚的作业本、习题册少了，体验式、开放
式、可选择的“作业”多了。越来越多的学
校丰富寒假作业形式与内容，倡导探究
式、体验式作业，引导学生参与发展兴趣
特长、培养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体验活动。

今年寒假，武汉市汉正街小学低年级
的学生要和家人一起走东湖绿道，而高年
级要用照片记录中山大道街景、老字号、
建筑，还要查阅资料，了解老建筑的历史；
南昌市珠市小学提出体验红色、绿色和古
色的“三色文化”寒假作业，红色遗址、青
山绿水、滕王阁、绳金塔等文物古迹都成
为选择对象。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布置

“童心看职业”的社会实践，让同学们亲自
观察不同的职业，并通过阅读资料、人物
采访等了解这份职业。

“过春节”成为各地寒假作业的重头
戏。读春联、讲春节典故、让孩子和家人
一起包饺子、逛庙会、买年货……在玩中
学，学中玩，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丰富多彩的寒假作业也有共性：阅读

和体育锻炼。体育必须保证每天运动一
小时，假期阅读三本以上课外读物，“加强
锻炼、阅读，可以培养孩子们良好的行为
习惯，受益终身。”沈阳市岐山二校副校长
马玉辉说。

重实践、接地气的作业孩
子们感兴趣

学校老师费尽心思、精心布置的这些
个性化寒假作业，是否合孩子们的胃口？
孩子们是否学有所得？

在济南市泉城广场，带着“环保小卫
士”绿袖章的红领巾们三五成群，让路人
拿出手机登陆微信平台，进行一场针对雾
霾成因的“红领巾微调查”。

微调查促发孩子思考环保从我做起
的重要性。四年级二班张晓彤在活动感
想中写道：“如果我们再不保护环境，济
南之后就会变成一个被雾霾笼罩的灰色
城市。”

采访中记者发现，那些注重实践、
个性化、接地气的新式寒假作业，带给
学生们别样的经历和感受。“熊孩子”们
不再抱怨作业枯燥无味，兴趣也提起来
了。

结合“减负提质”，沈阳市皇姑区30
所小学设计了个性化寒假作业，包括录制
阅读音视频、学新歌、看电影等都成为作
业内容。沈阳市岐山二校四年级学生姚
佳邑说，原来寒假作业也可以这样有趣，
在玩耍中就能完成作业了。

“我最感兴趣的是‘家庭留学生’这
一项。”济南市第五中学初三10班徐一
鸣说，学生们可以用一周时间与本班同
学交换家庭，自愿结成“家庭留学生”
小组，与对方父母共同生活，一起吃
饭、学习、游玩。

沈阳市昆山四校三年级小学生杨若
佳的作业里，有一个“小讲堂”项目，要求
学生把自己擅长而别人可能不了解的知

识用小视频记录下来。杨若佳非常喜欢
这个作业，她将把“蜗牛有上万个牙齿”的
新发现录成视频讲给同学听。

昆山四校副校长刘姝昱说，布置这样
的作业就是尝试真正把时间还给孩子，让
他们在完成作业过程中得到全面成长。

寒假作业也要与时俱进

取消了文字、习题等传统作业，孩子
们欢呼雀跃，但也有家长担心，“去书本
化”会不会影响孩子以后的学习？

“并非动手写的才叫作业，作业更应
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偏重于学生兴
趣的培养，有利于立体塑造孩子素质。”华
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范先佐认为，在
经过一学期的高强度课堂学习后，学生面
对一大堆抄抄写写的作业心生厌烦，很难
提起兴趣。许多学生开学前夕才开始加
班加点赶写作业，甚至还有同学花钱找枪
手或到网上“跪求答案”，作业的效果可想
而知。

寓教于乐的新式寒假作业，也得到越
来越多家长的认可。南昌大学附属小学
红谷滩分校三年级学生家长柯瑞琴说，学
习并不是全部，文明的素质、健康的体魄
也非常重要，新式寒假作业更有利于促进
孩子全面发展，提升综合素质。

沈阳市皇姑区教育局副局长时洪说，
假期首先要让孩子充分休息、玩，经历了
一个学期的紧张学习后，好好调整一下。
其次，寒假作业是让孩子如何科学度过假
期的一个导向，应尽量减少学科知识类的
内容，结合孩子的兴趣爱好，多一些课外
的东西。

对寒假作业的评价方式也相应发生
改变。“过去是交作业本，现在我们提倡多
种形式的总结表达，很多学校的‘开学第
一课’，就是学生们来表演，说一说，唱一
唱丰富的假期生活。”时洪说。

我们做过的

寒假作业
●新华社记者 王阳 王莹 徐诚

广西柳州市金绿洲小区一个书法培训班组织20多名小学生为
市民书写春联，喜迎新春佳节。图为小学生在广西柳州市潭中西路
一处小公园内交流书写的春联。 新华社记者李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