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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浓浓
趣味寒假作业“龙”重登场

为了让学生深入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很多学校将“年味”植入寒假作业。

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语文特色寒假

作业为“编制导游手册”“寻年俗，品年

味”“人生三味：食味、书味、情味”三选

一。其中，“寻年俗，品年味”要求学生在

春节期间寻找身边最具年味的一幕，或

寻找家乡具有地方特色的过年习俗，拍

摄照片或视频，并配以文字，让年味在光

影和文字中越来越浓。

海口市五源河学校小学部数学实践

作业是，以龙年为主题制作手工日历或

用彩色卡纸剪拼一个呈轴对称的新年窗

花。该校音乐老师则鼓励小朋友陪家人

一起观看春晚，并学唱一首最喜欢的歌

曲，开学第一节课进行展示。

海口市第二十六小学的寒假作业也

年味“浓浓”，深受学生喜爱。如，该校三

年级语文 4 项寒假作业中，有一项为

“‘年’味十足”，要求学生了解春节传统

习俗，做一道年夜饭、制作两份新年手工

作品。该校四年级学生则要制作一份主

题为龙年春节的手抄报，在记录春节难

忘的事或收集关于“龙”的词语、古诗、对

联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趣味满满
书面作业少了实践类作业多了

书面作业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有

趣的实践性、探究性作业，寒假作业这一

变化让学生感觉压力小了。

“我们要求各学科组在设计寒假作业

时不局限于书面作业，而是鼓励布置实践

性、探究性作业。”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教

务处副主任李海凤介绍，比如，数学作业

中有一项为实物模型制作。“学生可用橡

皮泥、木头、麻绳、硬纸等材料，制作几何

实物模型。”她说，通过特色作业让学生发

挥想象，将所学知识运用于生活。

海口市港湾小学实践作业主题为

“传承好家风 秀民族英姿”。“比如，二年

级制作苗族、哈尼族服饰，银饰可以采用

易拉罐、热熔胶等材料，让学生了解少数

民族文化的同时，变废为宝。”海口市港

湾小学德育处主任谭曲说。

学科融合
让学生在“玩”中学习多学科知识

“总的来说，寒假作业还是以学科为

单位，但我们鼓励老师用一些巧思，将不

同学科知识融合在一起设计作业。”海口

二十六小校长吴遥海介绍，比如，该校二

年级作业为跳绳打卡、七巧板古诗画、创

意钟面设计，融合数学、体育、语文、美术

学科知识。

观看几部关于历史各个朝代的电

影，并写一篇心得！海口一中初一年级

历史作业让学生增加历史知识的同时，

提升学生语文写作能力。

海口琼山华侨中学“编制导游手册”

“人生三味：食味、书味、情味”等语文实践

作业融入了美术学科知识。该校英语实

践作业为置办年货并制作购物清单，将语

文、数学、英语等多学科知识融为一体。

各校实践作业突出劳动和运动。

海口市五源河小学科学组老师鼓励学

生种植萝卜并填写萝卜的成长记录表；

该校体育组老师鼓励学生每天运动 1

小时。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学校体育

作业是重要一项，老师要求学生每天跑

步训练和自选项目训练，若下雨，则做

50个深蹲。

老师心声
特色作业赋能孩子全面成长

“这两年，我们越来越重视特色趣味

寒假作业，今年各学科组几乎都布置了

特色寒假作业。”海口市琼山华侨中学教

务处副主任李海凤说，特色寒假作业突

出实践性、探究性，充满趣味性，老师往

往给出多项选择，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

兴趣或擅长的一项或几项做。“我们鼓励

学生认真完成特色寒假作业。老师通过

学生的完成情况可以了解学生的兴趣特

长，进而更好地挖掘学生的潜能。”李海

凤说。

“为积极响应‘双减’政策，组织各学

科组老师持续开展作业设计的探究与实

践，为学生量身定制特色鲜明、内涵丰富

的寒假作业。”吴遥海说，特色寒假作业

体现学科融合，赋能孩子全面成长。

南国都市报 1月 28日讯（记者 陈
婧文/图）“康老师，海水电解装置的改进

设计，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您在办公室

吗？”收到消息，康振烨教授立即到实验

室，和博士二年级学生封苏阳一同探讨学

术问题。关于海水如何更高效地通过电

解装置的难题，他们已经研究了近三年 。

1月25日，海南大学海洋科学与工程

学院的“524”实验室里，只有三四位学生

在各自埋头做实验。大型仪器在运作，发

出低低的嗡鸣。康教授和学生低声交流

着，眼前手掌大的方形“金属块”，两头接

着几根管子，水从一头流进去，带着氢气

从另一头跑出来，这就是用来模拟实际工

业应用条件下电解水制氢的装置，可以用

来检测催化剂的“稳定性”等性能。

康振烨教授和学生封苏阳都是海南

大学海洋清洁能源创新团队的成员。该

团队自2020年建立以来发展迅猛，目前，

团队已经有83位成员。其重点研究方向

“海水制氢”在今年取得了多项进展，奖

项、论文发表收获颇丰。

今年海南省两会期间，海南省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海南将启动海上风电制

氢和氢能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海南省

政协委员、国家能源集团海南电力有限

公司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富军也提

议：“海南的海上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

源丰富，可以加快一批海水制氢、可再

生能源制氢的示范项目建设。”海洋氢

能作为一种无碳、清洁、可再生能源，未

来在我国能源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对实

现“双碳”目标，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大

意义。

在海南实现电解海水制氢，是团队共

同的动力。几乎每天，封苏阳八点二十到

达实验室。穿上实验服，戴上口罩和手

套，取试剂、称量、合成、离心……“我会同

时进行 2-3组实验，在一组实验步骤的

等待间隙，进行另一组的步骤，这样安排

能够充分利用好时间。”封苏阳说，集中做

实验的时候，他一天能在三个实验室之间

走两万步。

在自身的科研和指导之外，团队的

老师们还承担了企业合作相关事务，“我

们的研究成果不能只在实验室里。在新

的一年，我希望能更好地对接企业合作，

海水制氢的大规模应用是我们的理想和

目标。”康振烨教授表示。

“不仅是应用，在新的一年，我们想

要参与更多的科普工作，让更多的人知

道氢能这一清洁能源有什么用。”团队中

的饶鹏副教授对新到来的一年，同样充

满了期待。

有“年味”重“实践”可“自选”

“玩”中学知识 走“新”更走“心”

这个寒假，海口中小学作业趣味满满

向大海取水制氢需要怎样的黑科技？
海南大学海洋清洁能源创新团队攻坚“海水制氢”

随着海南中小学生寒假开
启，寒假作业也随之登场。做一
道年夜饭、置办年货、设计一套
服装、编制导游手册、看几场电
影……很多学校减少书面作业，
推出“有年味”重“实践”可“自
选”的趣味寒假作业，切实为学
生减负。

南国都市报记者黄婷实习
生冯兰茜

“它们就像一个工艺品。”参观实

验室时，封苏阳指着合成得很漂亮的

材料图片大加赞叹，热爱难以掩饰。

科研人员对时间的感知似乎有种矛

盾性 ，做实验时分秒必争，却对解决

一个难题花费数年时间感到十分坦

然。他们才是“海水制氢”研究中的

“催化剂”，不停推动成果产出。

新春将至，记者问实验室里的老

师和学生们新年愿望是什么。“突破

难题，为清洁能源的未来作贡献。”科

研团队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记者手记

康振烨教授（左）在与学生探讨海水电解装置的改进设计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