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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佳

寒假已至，常州各小学纷纷推
出别具一格的创意寒假作业，为学
生们打造了一个充满乐趣与挑战的
假期学习新体验。从探究学习到传
统文化艺术创作，从劳动实践到探
索平凡之美，每一项作业都旨在激
发学生的兴趣与潜能。这些创意作
业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假期生活，
更让他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收获
了知识与成长。

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寒假非正式学习探究

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在寒假期
间，将用非正式学习撬动寒假生活，既
让学生享受假期的轻松，又充分激发
起他们的自主学习和实践能力。

此次寒假非正式学习项目包含家
庭实验室、中国民族文化探究、社会调
研、游学活动、在线资源学习等。这样
的学习能打破传统教室的限制，将学
习空间拓展到家庭、社区和网络等更
广阔的领域，注重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培养他们的观察力、思考
力、创新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让他们在
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新知识。

龙城小学：

在体验和阅读中开启快乐假期

这个寒假，龙城小学将在体验和
阅读中，开启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生
活。

蛇舞迎春，小龙娃过大节。“年文
化”已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文化记忆，龙
娃们留心观察、记录家庭和社区中迎
新春的习俗，感受浓浓的春节年味。

比如学说春节吉祥话、学包汤圆和饺子、
贴春联、准备年夜饭等，在体验民俗活动
过程中，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

墨舞蛇韵，小龙娃爱阅读。龙娃们
可以广泛阅读与春节相关的书籍，了解
传统的年俗文化；也可以与家人一起阅
读，交流阅读所获，从阅读中掌握各种知
识，体验丰富的情感，在书海中扬帆成
长，过一个溢满书香的寒假。

龙虎塘二实小：

探索平凡之美

在这个寒假，龙虎塘二实小布置了
一项特别的作业——探索并记录周围环
境中的平凡之美。学生需在家长的陪伴
下，仔细观察街角的花坛、小区的绿化、
路边的树木等容易被忽视的事物，并用
文字描绘它们的形状、色彩与纹理，挖掘
并表达其独特美感。

学生将结合个人想象，以“平凡的
美”为主题构思一幅创作画。画中需融
入自己认为最美的平凡事物，并通过巧
妙的色彩搭配与线条运用，展现其独特
韵味。

最后，学生将运用所学的美术技巧，
将这份创意转化为实际的绘画作品。在
绘画实践中，学生认真对待每一笔每一
划，完美地呈现平凡事物的非凡之美。

通过这项花样寒假作业，学校期望
学生能够更加敏锐地捕捉生活中的美好
瞬间，并用画笔记录下这份平凡而又真
挚的美。

博爱小学：

蛇元素融入“魔方”作业

博爱小学的寒假作业融入满满的蛇
元素，“灵蛇启航”专题版魔方作业让学

子们乐享假期。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校给学生

提供了语文、英语寒假阅读书目推荐，建
议学生在书本和博物馆中查收设计中的
传统元素。

“睿蛇添翼，创意智趣。”学生们可
以在假期设计与蛇有关的数学游戏，
如蛇形棋、“点阵图”，还可以利用尺规
设计一幅带有“蛇”元素的艺术作品，
玩转思维。

“福蛇迎春，了解年俗。”春节前夕，
可以与家人一起迎春纳福。新年扫尘、
置办年货、张灯结彩……走亲访友中，开
启原创模式，为长辈、亲人、老师、好友量
身定制蛇年祝福语，传承和发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

据了解，魔方作业为博爱学子们提
供了菜单式选择。学生可以选做一到两
项感兴趣的作业，做好规划，努力完成，
在传统年味中开启缤纷寒假。

香梅小学：

享受亲子时光，留住快乐体验

假期是享受亲子时光的最好时机。
香梅小学建议学生在假期与父母家人一
起，参加劳动，体验游戏，留住快乐体验。

“美味时光”依托学校师生共同开发
的劳动实践教材《常州娃做常州菜》，观
察和记录家人的饮食喜好，给家人做一
道菜。和家人一起前往菜市场挑选食
材，在家人指导下完成洗菜、切菜、烹饪
等步骤。烹饪完成后，与家人一同品尝，
听取家人评价，享受共同的美味时光。

“勤劳时光”可结合学校的《生活挑
战 快乐实践》手册，开展家务挑战行动，
包括擦拭家具、扫地、拖地等，并与家人
分享做家务的美好感受。

晚饭后享受“润心时光”，和家人一

起玩“挑小棍”“积木搭高”“你划我猜”等
互动性强的家庭游戏，享受亲子共处的
愉悦，增强家庭凝聚力。

钟楼二实小：

多元融合，“蛇”启智慧

这个寒假期间，钟楼二实小以蛇年
民俗为文化背景，设计了一系列充满趣
味和挑战的学科实践活动，旨在启迪孩
子们的多元思维，培育文化自信。

数说“蛇”年，孩子们在与蛇年民俗
相关的活动中，结合不同学段的数学要
求，开启数学研究之旅。阅读“蛇”书，孩
子们挑选自己喜爱的书籍进行整本书阅
读，绘制思维导图，制作人物卡片，分享
故事，享受阅读的乐趣。灵“蛇”奋勤，孩
子们体验家庭小岗位，学会自理与互助，
用实际行动帮助长辈，记录美好瞬间。

花样寒假作业不仅让孩子们在生活
中感受学科的实际运用，更让评价与操
作有迹可循，使知识在实践中活化。

卜弋小学：

在“躬耕乐创”中启迪智慧

常州市卜弋小学秉承“躬耕乐创”理
念，着力培养诚朴儿童品格，倡导“爱家
乡、勤实践、乐分享”。这个寒假，学生将
亲身体验劳动的乐趣，激发创业灵感。

学校安排了“社会职业体验日”，学
生将走进家乡的新农业、商业、产教、科
技、农村示范园区，感受不同职业的魅
力。更有“家庭职业体验日”，针对学校
外来务工子女多的特点，联合家长设置
家庭职业岗位，如理财师、服务员、园林
养护员、农场主、烹饪师等，让学生在实
践中学习技能，培养责任感。

通过花样寒假作业，学生将在躬耕
中找寻快乐，在乐创中启迪智慧，让寒假

充满意义与乐趣。

戚墅堰东方小学：

“经”彩年开启乐寒假

戚墅堰东方小学以“‘经’彩年”为大
主题，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年龄段的学生
特点，设计了诸多富有创意的寒假作业
与活动。

四年级主色调为银色，聚焦“科技”，
设计了“爱生活”“乐学习”“会研究”三大
作业板块，涵盖了劳动、综合实践、艺术
创造、学科学习等。

“爱生活”中，学生们将学习编织中国
结，传承传统手工艺。“乐学习”中，各学科
作业形式多样。数学要求学生将生活问题
改编成小论文，以此锻炼学生运用知识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英语则安排了绘本阅
读及成果展示，增强学生的阅读与表达能
力。同时，围绕“科技”主题成立研究小课
题，如“太阳能小车实践研究”“油车与电车
的体验研究”等，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常州经开区小学：

开心娃趣味手工作业

常州经开区小学充分围绕“蛇”元
素，鼓励开心娃们进行手工创作趣味寒
假作业。手工作业材料方便获取且易于
操作，如纸、布，黏土等。创作形式多元
化，可以选择精细的剪纸，饱含心意的贺
卡，充满趣味的花灯，或是创意十足的黏
土作品。

学校表示，寒假趣味手工作业旨在
让小朋友们亲身参与春节传统活动，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激发大家
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让学生感受到这
是一场充满乐趣与精细的创作之旅，从
而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活动当中，度过一
个欢乐而又充实的蛇年。

创意作业创意作业，，乐学寒假乐学寒假

元旦，我和爸爸
参加了“一杯姜茶·温
暖常州”公益活动。
我们早早起床，来到
钟楼区吊桥路，寻找
那些已经开始忙碌的
人们。

我们遇到了两名
商场清洁人员，一位
是负责垃圾转运的叔
叔，他凌晨两点就开
始工作，驾驶垃圾车
清空垃圾桶；另一位
是负责地面清洁的爷
爷，他靠人力清扫，保

持地面整洁，工作时间
是早晨 5 时到中午 11
时。他们几乎全年无
休，虽然辛苦，但看到整
洁的环境，他们感到自
豪。

我们向他们表达了
敬意，送上自制的姜茶
和保暖物品。叔叔和爷
爷都很感动，希望这份
温暖能陪伴他们度过寒
冷的冬日。

科教城小学
一(1)班 郑润言
指导老师 尹梓亦

1月1日，部分常报小记者参
加了“一杯姜茶·温暖常州”的公
益活动。小记者在家长的带领
下，一起为城市里早起的劳动者
送上温暖。

常报小记者新年公益行

一杯姜茶 满城温暖

元旦，我参加了“一杯
姜茶·温暖常州”的活动。
前一天晚上，我和妈妈精心
准备了姜茶，食材包括姜
片、红枣和红糖。清晨，闹
钟在5时准时响起，打破了
宁静。尽管困意难消，但想
到参加这次有意义的活动，
我还是挣扎着从床上爬
起。简单洗漱后，我们把姜
茶加热并装入保温桶便出
发了。

走出家门，天空依旧漆
黑，路灯发出柔和的光芒。
马路上，出租车穿梭不停，
环卫工人已开始清扫，快递
小哥在忙碌地装车，地铁工
作人员也即将开启新的一
天。看到这些默默奉献的
早起工作者，我心中充满了
敬佩。5时45分，我们到达
集合点，我和两位小记者伙
伴沿着晋陵中路出发，寻找
早起的工作者，为他们送上

姜茶和保暖三件套（手套、
耳罩、暖宝宝），还采访了他
们的日常工作。

不久，我们遇到了一位
环卫奶奶，她正认真地清扫
马路。我送上姜茶，她摘下
口罩，感激地说：“谢谢，这
是我们应该做的。”奶奶每
天4时起床，节假日也不例
外，无论风雨，都坚守岗位，
守护着城市的整洁。告别奶
奶后，我们又遇到了一名快
递小哥，他正忙着整理包
裹。我为他送上手套和耳
罩，了解到他们近期工作繁
忙，时间紧迫。

这次活动让我深刻体
会到，每一份工作都值得尊
重。我们要珍惜美好生活，
学会感恩。

觅渡教育集团觅渡校区
四（3）班 樊越宇
指导老师 周礼晶

新年第一天，清
晨 4 时 30 分，我就起
床 了 ，参 加 小 记 者

“一杯姜茶·温暖常
州”活动。我将前一
晚熬好的姜茶热好
了，装进保温壶，和
爸爸妈妈准时到达
集合地点。

组织者给我们发
放了物资包，里面有
手 套 、耳 罩 和 暖 宝
宝。随后，我们分成
7 个组，沿着不同路
线寻找早起的工作
者。

我和小伙伴看到
一位环卫奶奶，赶紧送
上姜茶。奶奶接过茶，
笑着说：“谢谢你们！”

我们采访了奶奶，了解到
她每天清晨6时上班，但
5时就从家里出发，非常
敬业。我们还接过扫把
尝试扫地，才几下就觉得
手臂酸痛，深刻体会到奶
奶工作的辛苦。接着，我
们又遇到了小区门卫爷
爷和外卖小哥，同样为
他们送上姜茶和保暖物
品。

这次活动让我接触
到不同岗位的劳动者，
他们平凡而伟大。我学
会了尊重每一份职业，
理解劳动者的艰辛与不
易。

常州市第二实验小学
四（4）班 袁瑞
指导老师 陈赟

我首先在彩色刮画纸上
勾勒出心中“小公主”的轮
廓，随后为她精心描绘细节：
皇冠发饰下，她那随风飘扬
的长发显得格外美丽，面庞
优雅，镶嵌着一双温柔的眼
睛。我还为她穿上了一条波
纹裙，袖口设计成花瓣形状，
仿佛花香四溢。接着，我在
她的脖子和四肢上做好标
记，沿着线条将她的各个部
位仔细剪下。每剪一刀，我

都紧张地屏住呼吸，因为我
设计的弧度繁多，生怕她受
到损伤，或者弄坏她的裙子
和皇冠。最后，我用专门的
钉子将她的四肢和脖子固定
好，使她能够活动起来。当
我拿起自己制作的皮影，试
着活动她的“手脚”时，她仿
佛在对我微笑，翩翩起舞，真
是妙趣横生！

延陵小学六（3）班 邵
紫妍 指导教师 范燕燕

皮影戏制作工艺精细独
特。首先，选材非常讲究，采
用牛皮或羊皮，经过脱毛、清
洗、晾晒等一系列步骤，将皮
革变得细腻，为后续雕刻打
下基础，而雕刻又要经过精
雕细琢，确保表演时能栩栩
如生，最后，上光上色，使皮
影鲜艳夺目。

我们来制作皮影。在纸
上画上人物，通过“刮”来上

色，完成后剪下来，把人物四
肢用钉子固定，使其灵活自
如地摆动，虽然，我们不能还
原皮影戏真正的样子，但我
们可以将它流传下去！皮影
戏，这门古老的艺术，值得我
们去珍惜，去传承。让我们
一起努力，让皮影戏的光芒
在新的时代继续闪耀！

延陵小学六（7）班 杨
雨萱 指导教师 陈涛

终于到制作环节了，老
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黑色
刮刮纸、五个五颜六色的图
钉，让我们自己设计一个皮
影戏角色。我打算在黑色刮
刮纸上画一只熊猫，思考了
好久，终于想好了它的造
型。首先，我用图钉将熊猫
的头、手、身体和脚都分开
画，画了好久，总算画好了。
接着，就是把熊猫的各部分
一个个剪下来了。我小心翼

翼地沿着画好的形状剪，生
怕自己把画好的图案剪坏
了。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我剪完了整个熊猫图
形。最后一步就是把熊猫的
身体部位整合在一起，连接
处用老师发的图钉固定一
下，这样，我制作的一个皮影
戏角色就完成啦！

延陵小学
五（2）班 张语馨
指导老师 姚锡芳

我们迫不及待地开始了
制作。起初，我对于要创作
什么感到有些迷茫，但同学
们一个个仿佛被灵感之神眷
顾，有的勾勒出孙悟空的火
眼金睛，威风凛凛；有的则简
单几笔，火柴人跃然纸上，灵
动有趣。这时，我灵光一闪，
决定打造一位来自未来的神
秘访客——机器人。我迅速
拿起画笔，首先勾勒出头部，
随后细致地描绘出五官和天

线，紧接着是身体部分，最后
是四肢。随着剪刀的咔嚓声，
我的机器人逐渐从纸上解脱
出来，我小心翼翼地用两角钉
将它们一一固定。终于，一个
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皮影戏
人偶展现在我的眼前。它不
仅可以灵活地摆动四肢，甚至
还能做出各种酷炫的动作，仿
佛真的拥有了生命。

延陵小学六（3）班 李泓瑞
指导教师 范燕燕

小记者课堂上，老师讲
到皮影戏。他说：“皮影戏不
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库
中的瑰宝。它通过光影的变
幻和音乐的配合，展现了丰
富的故事和情感，深受人们
喜爱。”

话音未落，老师给我们
每人发了张卡纸，他说：“卡
纸上可以画任何东西，然后
把它刮一刮，剪下来，把四肢
用钉子钉上，皮影人就做好

了。”按照老师的要求，我画了
个皮影人，但怎么也刮不下
来。尺子、笔都用过了，始终是
刮不下来。正当我着急时，老
师提议用指甲试试看。我轻轻
一试，果真刮下来了，黑色的卡
纸上瞬间出现了彩色，好神奇
呀。皮影人装订好，四肢就能
动了，随着我手指摆动，它也上
下摆动起来，惟妙惟肖。我玩
了很久，爱不释手。

延陵小学六（7）班 王雨星
指导教师 陈涛

近日，协会组织延陵小学小
记者参与非遗体验活动。活动
中，小记者们了解了皮影戏的历
史文化，并使用彩纸制作了一个
属于自己的“皮影”。

延陵小学常报小记者非遗体验活动

光影之美 匠心传承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灯影
戏。而老北京人则称它为驴皮
影，因为它的原材料正是驴
皮。”课堂上，老师精彩的讲解
牢牢吸引了我。“在表演时，艺
人在白色幕布后面操控影人。
同时，用当地流行的曲调讲述

故事。皮影戏的历史悠久，起
源于西汉，兴于唐朝，盛于清
代。现在皮影戏已经被加入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随着老
师的讲解，我的好奇心被激发
了起来，原来皮影戏的背后有
那么多的故事，让我惊叹不已。

延陵小学
六（7）班 王佳怡
指导教师 陈涛

香梅小学学生挑战“美味时光”创意寒假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