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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LUOHE06 漯河

□文/图 见习记者 尹晓玉

2月23日上午9时许，因天气寒冷，漯河
市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在各自的教室里，通过
电视直播的形式参加了开学典礼，五（3）班
的学生更是上交了以“十全十美过大年”为
主题的寒假作业。据班主任杨韬老师介绍，
今年寒假，因学校不再统一发放习题本式寒
假作业，她和数学老师一起，为同学们布置
了挣到至少20元钱、制作亲情家谱、制作春
晚满意度调查表等实践性和趣味性较强的作
业。当天，开学典礼结束后，同学们兴高采
烈地讲述着自己颇为精彩的寒假作业。

靠自己的双手挣钱

这个寒假对于今年 11 岁的李涵承天来
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他人生中第一次靠自
己的双手挣到了200多元钱。

“情人节当天，我和一位小伙伴批发了
一些玫瑰花，在新玛特商场的门口卖，我们
一共卖了 50朵花，收入 150元。”李涵承天
说，有了这次的经验，元宵节时，他批发了
一些灯笼在黄河广场附近卖，卖了96元钱。

在（3）班，通过情人节卖花、元宵节卖
灯笼等形式挣得人生第一桶金的还有很多小
朋友。“我在新天地卖了一天花，挣了 66
元。以前看童话故事里把在街边卖东西的小
女孩写得很可怜，我总不理解，感觉在街上
卖花，比在教室上课有意思多了，现在我不
这么认为了。”王怡戈同学说。

制作春晚满意度调查表

以前，刘展硕小朋友不太喜欢看晚春，
但今年的春晚，他看得特别认真，因为他打
算制作一份春晚满意度调查表。

从大年初一上午开始，刘展硕便对身边
的家人和来往的亲戚进行调查。他把对春晚

的满意度分成“厌恶、一般、满意、非常满
意”等不同等级，选取了20名调查对象，按
照各个等级的人数所占的比例，制成了一份
调查表。

除了制作春晚调查表，还有学生手工制
作了很多有创意的小物品、绘制了自己家房
子的平面图。“我和爸爸一起用卷尺测量了我
们家每个房间的长度、宽度，计算了面积，
然后绘制了一份平面图。通过实际测量，我
终于弄明白了这一类数学题的解法。”李昀晏
告诉记者。

制作亲情家谱

陈怡璇小朋友制作的以“我的亲情树”
为主题的家谱，在一颗枝叶繁茂的树上，画
出了一家人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图。画面唯
美、关系清晰，让人看完之后有些感动。“用

一棵树代表我们全家人之间的关系，我觉
得，一家人就像是树干和树枝、树叶的关
系，紧密联系，不可分割。”陈怡璇说。

除了上交了各种各样的亲情家谱，还有
很多学生在寒假认真地为家人做了至少一件
事。有的是给爸爸妈妈洗脚，有的是为家人
做一道菜。“我想为爸爸妈妈做一道炒肉片，
在电脑上看了很多做法，但是自己做的时
候，还是手忙脚乱的，肉都炒煳了，不过爸
爸、妈妈说吃着还可以。”王怡戈告诉记者。

“我觉得今年的寒假作业特别有意义，
通过自己动手，明白了很多道理。”在问及对
这种新形式的寒假作业的看法时，李树彦告
诉记者。

“今年寒假是第一次布置这样的假期作
业，大多数学生都很欢迎这种形式，也都完
成得很好，以后在摸索中不断改进吧。”杨韬
老师表示。

特殊的寒假作业 别样的精彩生活

□见习记者 李林润

新学期，学生与老师似乎有说不完的
话。2 月 23 日上午，记者在市实验中学看
到，几名学生围着他们的班主任靳新菊，讲
述他们的寒假生活。

出游 感受少数民族文化

个子不是很高，扎了一个小马尾辫，就
是这个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姑娘，在
14天的时间里，与家人一起游历了湘、鄂、
云、贵、川五省。她就是王瑜，今年13岁。

“我和家人初一从家出发，前两天才回
到家。”王瑜告诉记者，他们此行总路程大概
有 5000多公里。他们去了凤凰古城、锦里、
千户苗寨等景区。“我觉得这次我最大的收获
就是能感受一下其他少数民族的年味，看看
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练书法 传承传统文化

高高的个子，说起话来喜欢笑的梁博涵
也是靳新菊的学生。她告诉老师，由于平时
学习任务重，并没有多少时间练习书法，她
利用寒假，美美地过了一把“书法瘾”。

“这个寒假，我主要练习的是柳体和颜
体。”梁博涵说，她觉得书法带给她最大的收
获是能让她的心静下来。“我的性格以前比较
急躁，感觉自从开始练习书法之后，现在慢
慢变得比以前稳当不少。”她说，这只是她练
书法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对她来说才是
最重要的。“书法是我国传统文化之一，我觉
得我们这些所谓的‘零零’后，有必要也有
义务去传承这项文化。”梁博涵说。

“听了你们几个的寒假生活，我觉得都
特别有意义。”靳新菊老师说，在教育工作
中，她更注重的是孩子的成长，然后才是成
才。

□本报记者 潘丽亚

昨天上午一大早，网友“愚”在一个微
信群里发了一条消息：儿子作业还没写完，
昨天奋战了一天也没写完，晚上哭起来了，
说作业写不完老师该不让上学了。

昨天上午，网友“愚”告诉记者，儿子
今年上小学三年级，放寒假后，由于她和老
公忙工作，就把孩子送回了农村的爷爷奶奶
家，虽然回去时候背着书包带着作业，可是
爷爷奶奶没有监督孩子写作业，孩子又不自
觉，作业到临开学还没完成。 “过年
时候大人还慌着玩，更何况孩子呢，所以有
时候对孩子的要求也就放松了点。”网友

“愚”说道。
网友“灿烂如花”也表示，春节期间，

她们带着孩子到外地走亲戚，孩子的作业搁
置了十来天，所以快开学了，作业还没有完
成，不得不突击补作业。

开学了，孩子的作业都完成了吗？昨
天上午，记者采访了十位家长，大部分家
长表示，最近几天孩子都在突击写作业，
主要是过年时候走亲串友的气氛让孩子根
本静不下来心写作业。为此，李女士认
为，学生假期里完成作业是应该的，但春
节这个假期与暑假不同，老师们也应该考
虑一下过年这个特殊的节日，与其让孩子
费时费力把时间花在抄写卷子上，不如多
留点儿时间让孩子读自己喜欢的课外读
物，让孩子多完成一些带有实践性、带有
春节风俗的社会作业。

本报讯 （记者 吴艳敏 实习生 姚晓
晓） 2月 23日，在召陵区实验小学校园内，
一片张灯结彩的景象。随着学生重返校园，
该学校也迎来 60 年校庆。为了丰富学生的
文化生活，该校举行了挂彩灯、猜灯谜等活
动。

走在学校的小花园里，一盏盏造型独
特、新颖美观的彩灯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吸引了同学们的眼球。

“这些花灯都是同学们在寒假自己制作
的。”该校的一位吴老师告诉记者。

“放假前，为了激发学生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学校将制作彩灯作为寒假作业的一部
分。首先让孩子们有参与意识，其次是培养
他们的动手、创新能力。”吴老师说，同学们
大胆想象、敢于创新，设计的花灯造型独

特、色彩鲜艳。有的同学还进行了废物利
用，用空饮料瓶做花灯。

“你看，这些灯谜也是学生们自己出
的，我们把灯谜悬挂起来，让学生猜谜底。”
吴老师说。

一名叫王靖玉雯的学生笑呵呵地指着一
盏花灯告诉我：“你看，那盏花灯是我做的。
在假期里，我和妈妈一起做的，同学们都说
我做得好看。”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三三两两的学生
在猜灯谜。有不少的学生都猜对了灯谜，收
获了小礼物。

记者了解到，该学校开展的这项活动不
仅丰富了同学们的假期生活，锻炼了动手实
践的能力，又让他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
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让孩子把手
机放家。孩子若和您联系，我的电话就是
公用电话。”昨日，漯河五高一 （22） 班
班主任郑晗老师，给全班学生家长发来的
一则温馨手机短信，让很多家长感动不
已。

昨日下午，漯河五高迎来了新学期的
首个学生报到日。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该
校一 （22） 班学生王宁波的家长，接到了
一条班主任发来的手机温馨提示短信。“家
长：您好！有缘和孩子共同来到 22班，孩
子们都很可爱。”徐女士告诉记者，短信的
第一句话没有美丽的词汇，但很朴实很亲
切。特别是最后，老师特意提醒孩子入学
时别带手机，而且还公布了自己的手机号
码，为全班的公用电话，很为老师为孩子
学习的用心良苦感动。

“我们这个班的学生家长手机上有一
个朋友圈，许多家长都接到这条手机短信
后纷纷点赞。”徐女士说，班主任老师这样
的温馨提示，比生硬的明确孩子上学禁止
带手机更能让孩子和家长接受。

昨日，根据短信中公布的手机号码，
记者同郑晗老师取得了联系。

“此前，我在另外一个班当班主任
时，手机一直是全班的公用电话。”郑晗老
师告诉记者，此前，根据他的入班调查，
超过一半学生有手机，大部分的学生都说
购买手机的主要功能是交流沟通，与父母
联系。但在实际使用中，绝大多数学生的
自制力难以达到学校和家长的期望，他们
把手机用于QQ、微信、拍照和玩游戏上，
影响学习的专注性。“新的学期开始了，所
以我公布自己的手机号为全班的公用电
话，就是方便家长与学生的沟通，让学生
安心学习。

欢声笑语中 开启新学期

讲述春节故事 分享过年乐趣

开学典礼结束后，同学们纷纷展示自己的寒假作业。 见习记者 尹晓玉 摄

开学前夕
孩子“突击”写作业

老师公布手机号码
方便家长与学生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