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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陈伟华

8月 1日，“心心相融 爱达未来——第十
二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在宁波
落幕，台州市舞蹈家协会选送的《狂飙战队》

《小海豹》，斩获本届展演最高荣誉——“小荷
之星”（金奖）。

此次获奖的舞蹈《狂飙战队》，由台州零
伍柒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演，蒋倩倩创
作，18 名小演员在舞台上展示活力，绽放精
彩。该舞蹈巧妙融入了赛车元素，以赛车场
上少年们尽情驰骋的神采，彰显大国少年的
力量与速度之强、激情与活力之美。

作品《小海豹》由刘铭、李雨蝶、王华创
作，来自玉环的一群小朋友表演。该作品用幼
儿的童真、童趣来表现海洋馆里萌萌的小海
豹，它们体态憨厚，在硕大的池里畅游嬉戏、滑
动爬行，以有趣可爱的形象获胜。

本届“小荷风采”全国少儿舞蹈展演是经中宣
部批准，由中国文联和中国舞蹈家协会以及省文
联主办的。“小荷风采”是中国舞蹈家协会于1998
年首次创立的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取荷花之名，
饱含呵护和满满的希冀，如今已走过二十五载，
荷花朵朵绽放，硕果累累，成为国内有示范性、权
威性、导向性和影响力的艺术品牌活动。该活动不
仅是我国少年儿童舞蹈交流与展示的重要舞台，

也是全国少儿舞蹈创作和表演水平的一次大检
阅。本届展演为期6天，汇集了全国各地近200个少
儿舞蹈作品，5000多名表演者参演。

本届入围展演的浙江少儿舞蹈作品，关注
童思、抒发童声，孩子们用舞蹈演绎童心的活
力和童真的美丽，以及童趣的魅力。

由省舞协推选的13个优秀少儿舞蹈作品入
围本届展演。其中，《这是我家》《咯咯哒与喔喔
啼》《“童”心合力》《哇！好奇妙呀》《叮叮当之约》

《小海豹》《追星少年》《狂飙战队》《禾下乘凉梦》
《草长莺飞二月天》《我的磁铁好朋友》11个节目，
荣获“小荷之星”称号；《摩喝乐 乐呵荷》《喇叭花
儿花喇叭》2个节目，荣获“小荷之秀”称号。

全国少儿舞蹈展演台州娃捧回两个金奖
本报讯（记者陈伟华）8月1日下

午，路桥区文联、路桥街道知联会组织
文艺骨干，赴中策永通电缆有限公司
开展“路商十礼，文化助企”公益活动。

一行人参观了企业的生产车间和
办公区域，该公司副总经理徐燕介绍了
企业的基本情况。一路行来，路桥区书
法家协会、美术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的
会员，被企业火热的生产场面所吸引，
纷纷拿出相机、手机拍照。

随后一行人来到会议室。书画家
们根据收集的素材，全身心投入到创
作中。他们挥毫泼墨，以手中画笔，表
达对企业工人们的敬意，围绕“企业文

化、创业发展、清廉建设”等主题，即兴创
作出一幅幅寓意美好的书画作品，捐赠
给企业。

近年来，路桥区开展“路商十礼，
文化助企”活动，在服务企业同时，坚
持以文化为魂，大力培育新兴文化业
态，助力辖区内企业构筑文化发展新
模式，弘扬文明有礼的社会风尚，增强
城市的吸引力、亲和力和感染力，为
建设民营经济创新区提供更好的人
文环境支撑。

接下来，路桥区“路商十礼，文化
助企”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将持续开
展，进一步打通助企服务“文化通道”。

路桥：打通助企服务“文化通道”

不知不觉，暑期已经过完一半。在一
个多月的假期里，孩子们都做了啥？近日，
记者采访了台州多所小学的老师和家长，
了解孩子们的暑期情况。

暑托

“这个暑假，是我过得最省心的一个
暑假。”聊起孩子的暑期情况，椒江的赵女
士告诉记者，“从 7月初开始到 8月初，孩
子一直在学校上暑托班。我不用担心他在
家里没人照顾，也不用每天追在他后面催
作业。”

赵女士的孩子是椒江区海门小学
四年级学生，平时比较调皮，做作业需
要家长督促，“往年没去暑托班，孩子的
作业总要拖到开学前几天才动手，我也
要陪着他赶工，现在他在学校就能把作
业做完了。”

去年暑假，椒江区海门小学就开设
了暑托班，因为提前规划好了出游计划，
赵女士就没给孩子报名。“今年学校暑托
班的报名通知一出来，我第一时间就给
他报名。”

根据老师发来的课程表，赵女士看
到，除了作业辅导，学校还安排了形式多
样的兴趣课程，比如书法、音乐、美术等，
增加了孩子暑期生活的趣味性。“很感谢
老师们的辛苦付出，不仅让孩子度过了
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暑假，也减轻
了家长负担，破解了家长暑期‘看护难’
的问题。”

和赵女士一样，路桥的周丹也将孩子
送去了学校开设的暑托班。

“这是孩子第二次参加暑托班，他自
己积极要求报名，我也乐得轻松。”因为是
双职工家庭，周丹和丈夫暑期里并没有时
间照顾孩子。“以前暑假，担心儿子一个人
在家里沉迷看电视，我经常把他带到单
位，给他找个地方写作业。孩子其实不太
乐意，觉得在那里比较束缚，没有同龄人
一起玩耍。现在在学校，有老师、同学陪
伴，他还是挺高兴的。”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暑假，台州
多所学校都开启了暑假托管服务。他们创
新形式，在托管服务的内容、质量上下足
功夫，以多样化的课程安排、贴心的托管
服务，回应学生、家长的需求。

陈俊宇是路桥区路南长浦小学的副
校长，他告诉记者，学校设立暑托班的初
衷，是响应社会的需求，解决家长没时间
照顾孩子的难题。

“开设暑托班前，我们就进行了摸底
调查，了解暑托的人数，然后再组建班
级。一是确保每个班级的人数不会过多，
二是尽量保证由原来的班主任来带自己
班的孩子。这样，老师知道孩子的情况，
可以给予孩子更好的关注和陪伴。”陈俊

宇介绍。
在课程设置上，学校也花费了许多心

思。“每天课程，我们都由主课老师加综合
学科老师搭配教学，主课老师帮助孩子巩
固学业，综合学科老师则负责拓展兴趣，
包括音乐课、体育课、书法课等多种兴趣
课程。”

据陈俊宇统计，学校百分之六十的学
生都参与了暑托：“暑托是自愿报名的，收
费也很严格，一个人每天 45元钱，如果需
要吃饭和点心，就多加15元。”

实践

暑假一开始，仙居的孙晗就带着女儿
小葡萄坐上了前往广州的飞机。

小葡萄今年才11岁，去过的城市却不
少。在孙晗看来，旅游是一种实践活动。

“旅途中，孩子在书本、课堂上所学的知
识，可以得到印证，加深孩子的理解。我希
望孩子多出去走走，见识更加广阔的天
地，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从而更加热爱
生活。所以，当她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
带她外出旅行。”

在孙晗的规划里，每年寒暑假她都
会带女儿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希望在女
儿上大学前，自己可以带她走遍全国各
省，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目前，我们已
经去过 10 多个省份，像福建、山东、河
北、海南等。”

因为疫情，这个计划曾短暂搁浅。今
年，孙晗早早便开始筹划这次暑期旅行。

“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游玩了广州、香
港、澳门三个地方。带着孩子参观了香港
大学、迪士尼等地方，吃了很多美食，大家
都非常尽兴。”

孙晗表示，自己并不喜欢打卡式旅
游，所以他们的旅行不是走常规的景区：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会带着孩子先去参
观当地的博物馆，因为博物馆是了解一个
城市文化最快的窗口。之后，我们会深入
这个城市的角落，逛逛当地的古街古巷，
鼓励孩子和当地人聊聊天，慢慢感受这个
地方的生活方式、人文景观。”

每次旅行回来，孙晗都能感受到孩
子的成长。“比如这次旅行，我感觉她解
决事情的能力明显增强。旅途中，我们曾
遇到一些难题，我担心她适应不了，她都
克服了。”

路桥的颜琦也喜欢趁着假期带着孩
子出去旅游。她崇尚自然，喜欢慢节奏的
旅行，所以这个暑期她选择去莫干山玩了
几天。

“我和孩子都喜欢去山里的民宿居
住。那段时间，白天我会带孩子去周边徒
步，去小溪抓鱼，带他认识一些植物、农作
物。晚上，大家就一起看看星星，吹吹风。”
颜琦介绍。

在她看来，旅行是一个随心而动的过
程，中途孩子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见闻自然而然能得到增长。

也有孩子在这个暑期参加了研学游，
丰富知识，开阔视野。

7月中旬，来自温岭的陈玲英给上小
学的儿子，报名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前往革
命老区坞根的红色研学活动。

陈玲英表示，自己是通过班级群了
解到这个活动，和孩子商量后便给他报
了名，“我希望他可以在研学过程中，认
识到革命先辈的不易，从而更加珍惜现
在的生活”。

活动期间，陈玲英的孩子参观了中
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革命烈士陵
园、革命烈士纪念馆等，并跟着党员志愿
者体验做草鞋、拼红船，回望红军长征的
艰苦岁月。

“孩子回来后兴致勃勃地跟我描述了
一天的所见所闻，并表示以后会好好学
习。”这让陈玲英十分欣慰，“如果有好
的研学活动，8 月下旬我想让他再参加
一次。”

习惯

这个暑假，家住天台的一一过得非常
充实。

一一今年7岁，即将成为一名小学生。
为了不将暑期时间荒废，也为了可以提前
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妈妈王路南为
他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暑期成长计划”。

通过王路南分享的计划表，记者看到
了5个目标：阅读、写字、体能训练、幼小衔
接、营养及牙齿矫正，每个目标她都写出
了要求、内容、风险等。

比如阅读，她在规划里写着：“要求：
每天早晨进行晨读，睡前保持阅读。内容：
每天早晨陪娃阅读 10分钟，完成《直映认
字》《我会唱古诗》，结合认字，巩固拼音。
目标：实现自主阅读。风险：认字量不足，
声调掌握的规律不够。”

在王路南看来，小孩子有非常强的
学习能力，只要家长愿意输出，可以收
获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制订的这个
计划表，与其说是给孩子的，倒不如说
是给自己的。孩子还小，他没办法独自
按照你的计划表去完成。家长制订了计
划表，对自己也有约束，会带着孩子行
动起来。比如说亲子阅读，孩子一开始
肯定是没有阅读习惯的，家长前期领着
他一起阅读，慢慢他就会养成了自主阅
读的习惯。”

从制订计划表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
多月。虽然一一并没有严格按照计划表来
执行，但也有了很大收获。“这个假期，他
学会了怎么规划自己的时间。白天，出门
上班前我会告诉他，要好好安排自己的时
间。晚上下班回来，他会认真分享自己一
天做了什么。比如，早上先出去散步，回来
后读了三首古诗，下午写了六行字，吃饭
之前，进行了跳绳运动。”

对于王路南来说，孩子暑期的表现已
经让她十分满足。“我并没有要求他一定
要学多少知识，小学正是孩子习惯培养阶
段，养成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他将受益
终身。”

同王路南一样，这个暑期，天台人周
晨也有意识地开始培养孩子的自主学习
能力。

“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
学习习惯，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自己的
事情，要建立起独立学习的习惯。”通过一
些育儿专家的讲座，周晨知道，两个月时
间足够建立起一个习惯。

一年级的孩子并没有什么暑期作业，
假期一开始，她便领着孩子去书店买了几
本绘本和字帖。“我给她制订了一个计划，
每天白天练习一页字帖，晚上睡前阅读半
小时。”

周晨将练字的时间安排在早上 9 点
钟。每天早上到点，她就会鼓励女儿拿
出练字本练字，自己也会搬一把凳子坐

在边上全心全意陪伴。“一开始，她写几
个字就要停下来做其他事情。我跟她
说，你要做什么事情都提前做好，想吃
零食、想上洗手间，早点去，开始练字就
要认认真真。慢慢地，她也能静下心好
好写字了。”

如此，坚持了半个月后，周晨发现，不
需要提醒，一到时间，女儿就会自觉拿出
练字本练字。

荒废

部分孩子的暑假过得多姿多彩，十分
充实。但是，也有部分家长表示，孩子整天
疯玩、沉迷网络，荒废了暑假。

“晚上不睡，白天不起，不看书，不写
作业……”说起儿子这个暑期的表现，临
海上班族吴莉既生气又无奈。

吴莉的儿子壮壮今年11岁，开学后就
是五年级学生。小男孩平日里成绩不错，
就是太贪玩，学习自主性差了些。“平时放
学一到家他就先打开电视，你不催他，他
绝对不会回房间学习。”

特别是放了暑假，壮壮更是放飞自
我。“每天晚上不是看电视就是玩手机，不
到夜里11点不上床。白天我和他爸爸都上
班去了，他奶奶也管不住他，总是睡到早
上10点钟才起来，暑假作业到现在也就写
了几页。”

儿子的表现让吴莉十分着急，“开学
就五年级了，这个阶段还不把心放在学习
上，六年级我怕他跟不上”。

最近她和丈夫向孩子承诺，只要接下
去他早睡早起，按时完成暑期作业，他们
就抽空带他去上海迪士尼玩耍。谁知，孩
子答应了，可完成的作业却十分潦草，每
天看电视还是到很晚。

和吴莉一样，家住温岭的姜健也在苦
恼这个问题。

姜健的儿子豆豆即将步入三年级。考
虑到孩子平时课业压力比较重，这个暑
假，他和妻子并没有给孩子报班，默认他
在暑期完成作业后，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
时间。

但是，情况却并不像他们所期望的。
“每天只要不催促，他绝对不会自觉拿出
作业本。”这让姜健十分头疼，“虽然说现
在是暑假，但是学习习惯是在日复一日中
养成的，他这样的学习状态，我很担心他
开学后也改不过来。”

于是，在发现儿子多次趁着他们睡下
时玩平板游戏后，他将儿子所有的电子设
备都没收了。没想到，孩子又哭又闹，他只
得作罢。

走访中，记者发现暑期荒废度日的小
学生不在少数。

因为工作繁忙，今年暑假，临海的朱
双燕将一对上三年级的双胞胎儿子都送
去了乡下奶奶家。

“去之前，我给他们收拾好了作业本，
约定好每天写完三页就可以自由活动。没
想到，到了乡下，他们迅速跟当地的小朋
友熟悉起来，每天都在外面疯玩，作业本
都没有打开过几次。”担心孩子不能及时
完成暑期作业，朱双燕便拜托孩子的奶奶
帮忙监督，可是收效甚微。

不得已，8月初她又将孩子带回了城
里，自己监督。“还是拖拖拉拉的，一打开
作业本不是要喝水就是要上厕所，让人
头疼。”

暑期过半，孩子们都在忙些什么？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

暑假匆匆过半，余下的日子怎么过才有
意义？台州多个老师给出了建议。

调整作息，温故知新

徐红飞是台州市白云小学副校长，在她
看来，暑期最后的时光，孩子们首先要做的就
是收心，调整作息：“临近开学，但很多孩子还
沉浸在假期中，生活起居无规律。有的孩子暑
假有比较多的看电视时间，一旦开学，上课会
出现注意力不集中、容易疲倦等情况，所以开
学前的收心很重要。”

她建议：“在这段时间里，孩子们可以进
行开学前的暑假作业检查，查漏补缺。大家可
以按照上学的作息时间，调节作息习惯，以适
应开学后的时间变化。提前添置一些学习用
品，这既是一个物质的准备，也从心理上提醒
家长和孩子，快要开学了。”

为了让孩子们在心理上更好地适应学校
的生活学习节奏，暑期结束前，家长还可以跟
孩子开一个家庭会议。“大家可以对这个暑假
做一下小小的总结，聊一聊暑期的收获，比如
研学旅行的收获，家务劳动方面掌握了哪一
样技能，上个学年有哪些地方做得不足，下个
学年打算怎么改进等。不仅是孩子，家长自己
也可以做一下反思和总结。以乐观、积极的话
语引导孩子收心，做他们的支持者、引导者，
让孩子对新学年充满期待和信心。”

对此，椒江区海门小学老师周佳莹也十
分赞同：“暑期很多孩子都有赖床的习惯，如
果不提前调整作息，开学了很难及时改正过
来。调整生物钟对于孩子上课特别重要，调整
不好，会严重影响他们上课的状态，导致孩子
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

从做中学，寓教于乐

暑假进入后半段，对于前期一直在暑托
班上课的孩子，路桥区路南长浦小学副校长
陈俊宇则建议，孩子们可以利用余下的时间
过一个精彩的暑假，寓教于乐，五育并举。

“前面时间，孩子一直待在课堂，也完成
了书面作业。接下去，家长可以带着孩子去外
面走走，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比如说去公园
逛逛、去山野走走，放松一下身心。也可以进
行一些体育运动，比如骑车、奔跑、攀登，不仅
能强身健体，还能磨练意志。”

在陈俊宇看来，学习不该局限于课堂，
“培养孩子做家务也是一种学习，不仅提高了
孩子的生活技能，还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
力。”

说到寓教于乐，徐红飞则建议孩子们还
可以进行一次行走阅读。

“行走阅读是我们学校栖云书社推行的
一种阅读方式，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相结
合，使阅读不囿于书本，不桎于课堂。学生可
以走进自然、走进博物馆、走进文化古迹、走
向社会，在行走中探索世界、理解世界、走向
世界。我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行走阅读，解决
生活实际问题，进行社会实践探索，传承优秀
传统文化，将阅读与实践进行深度融合。”

假期余额
怎么用？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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