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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嘉 颖 的 妈 妈 说 ，
“施嘉颖小时候听到音乐
就会跟着舞动，但其实她
的胆子很小，送她去学舞
蹈一开始是排斥的，于是
就让她和学民族舞的表

姐一起上了一节课，下了
课问她喜不喜欢，她没有
说话只是腼腆地笑了。”

因为施嘉颖的性格比
较腼腆，甚至是有些胆小
的，于是妈妈跟老师了解

到，爵士舞是一种比较有
节奏感且外放性的舞蹈，
就想着她能通过学习爵
士舞，逐渐放开一些，胆
子大一些。但爵士舞经
常要斗舞，一到斗舞的环

节，她就躲在老师后面哭
不敢出来。妈妈就想着
什么样的舞蹈能让她从
中获得一种力量感，在老
师的建议下，让她开始接
触霹雳舞。

福清霹雳女孩的奥运梦

取 消 单 元 考 ，家 长
能做些什么呢？卢老师
建议，首先，老师是直观
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第
一人，家长应该和科任
老师或班主任保持良好
的沟通，及时向老师了
解自己孩子的“阶段性
评价”。其次，每天或每
周和孩子聊一聊学习，

“今天学了什么？”“你是
怎么理解的？”营造积极

向上的家庭学习氛围。
卢 老 师 主 张 ，家 长

应该在周末多带孩子去
书店、博物馆，在阅读和
观 察 中 也 可 以 完 成 学
习。“很多家长对学好数
学有误解，认为学好数
学就是要刷题，适量做
一些有针对性的题是必
要的，但实际上，阅读和
思考对培养数学思维更
重要。”

由于现在考试题目
越来越灵活、难度也提
高，家长们纷纷报名校
外培训班来应对，卢老
师认为，看似通过上培
训班，数学成绩提高了，
但其实真正提高成绩的
并不一定是培训班，而
是花在数学上的时间，
如果把时间花在相关阅
读上，数学也同样可以
提高的。

取消单元考
孩子能“躺平”吗

政解新 读

街舞中的霹雳舞已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比赛项目。近日，福清一位12岁女孩施嘉
颖将中国功夫融入街舞的视频走红。视频中，她动作干净利落，大招频出，网友直呼：“巴
黎奥运会需要你。”据了解，施嘉颖从4岁开始学习民族舞，5岁开始学爵士舞，8岁接触街
舞，平时每天练舞4个小时，假期一天更要练习8小时左右，每年练舞要磨破十几双鞋。

施嘉颖在学习霹雳舞
过程中，喜欢从攻克高难
度技巧动作中获得成就
感。施嘉颖说：“Air Flare
是一种难度系数极高的
Breaking 动作，老师说全世
界都没有几个女生能掌握
这个大招，所以我想试试

自己行不行。”要练好 Air
Flare 要有足够的腰力、臂
力和柔韧性，所以基础要
扎实。施嘉颖开始练习单
手倒立、倒立俯卧撑，中间
不知道摔了多少次，摔了
就爬起来继续，就这样练
习了半年多，“因为我有民

族舞的底子，柔韧性比较
好，而且能够比较快地领
悟和参透一些动作要领，
在林老师的点拨后就成功
练出了这个动作。”

在老师的指导下，施嘉
颖尝试将一些武术的招式
融入街舞动作中。林清景

老师表示，施嘉颖很能吃
苦，目前，有些街舞的难度
技巧衔接在国内女生舞者
当中，她是唯一一个能做
出来的。施嘉颖表示，如
果有机会，她想参加奥运
会。现在她也在朝着这个
目标前进。

从舞蹈中获得力量

“试试自己行不行”

N海都记者
林星宇

为贯彻落实“双减”政策，近日，教育部
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
知》。其中，通知要求大幅减少考试次数，小
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小学其他年级
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
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学校和班级不
得组织周考、月考、单元考等其他各类考试。

消息在家长群引起热议，不少家长表
示，“平时家长主要是通过考试来掌握孩子
的学习情况，如果一学期只考一次期末考，
我们就无法了解孩子每个单元哪些需要补
缺补漏。”取消单元考，焦虑的家长更焦虑，
那么老师和家长该如何跟踪、了解学生的学
习情况呢？

福州市仓山区二年级
家长刘女士表示，一年级
时，语文和数学都有单元
测试和期中、期末考试，
我们从试卷的错题对孩
子 的 薄 弱 点 一 目 了 然 。
如果考试取消了，对孩子
的学习情况估计就是两
眼一抹黑了。虽然作业
也能反映平时学习情况，
但考试更能直观地反映孩
子的学习成果。

同样是 二 年 级 家 长
的 杨 先 生 也 表 示 担 忧 ，

“靠作业不足以检测孩子
的基本功扎实程度，如果
一 二 年 级 没 打 好 基 础 ，
后 续 要 补 就 难 了 ，要 是
真 的 取 消 单 元 考 ，我 们
应该会买一些教辅在家

里进行自测。”
对于“家里自己考”的

做法，四年级家长林女士
觉得并不可行，“家里自己
考试，孩子会不重视甚至
拒绝做卷子，效果不大还
搞得全家鸡飞狗跳，而且，
语文作文和阅读理解怎样
批改，家长不是老师，把握
不了评分标准，说不定还
误导了孩子。”

孩 子 今 年 刚 上 初 一
的 余 先 生 认 为 ，进 入 初
中，每学期最多只有期中
和期末两次考试是远远
不 够 的 ，初 中 生 最 终 要
应 对 激 烈 的 中 考 竞 争 ，
如 果 没 有 经 过 千 锤 百
炼，到了中考岂不是相当
于“开盲盒”？

《通知》提到，“必要
的考试是学校教育教学
工作的重要环节”。福
州“卢说数学”公众号主
理人卢声怡老师表示，
考 试 本 身 是 没 有 好 坏
的，只是现行考试结果
被使用不当，存在次数
偏多、难度较大、质量不
高等弊端，核心在于不
得 使 用 考 试 进 行“ 选
拔”，给学生“贴标签”。

卢老师认为，如果
取消单元考，老师还是
可以通过课堂提问、课
堂练习、适量的书面作

业等方式掌握学生的学
习情况。“我觉得专项学
情前测是一个好办法，
就是在教学之前，在全
班 针 对 新 知 识 点 做 一
项调查，比如，在教《两
位 数 乘 一 位 数》之 前 ，
先来几题，看看有多少
学 生 会 算 会 列 竖 式 。”
他解释，这样的调查不
限时，因为没教过，学生
也不用担心不会而被老
师批评。

此外，卢老师很赞
成《通知》中提到的以主
题演讲的方式进行“阶

段性评 价 ”，既 可 以 培
养 学 生 的 逻 辑 思 维 和
表达能力，老师又可以
从 演 讲 中 观 察 学 生 对
知 识 点 的 掌 握 情 况 。
如 果 老 师 可 以 对 每 个
学 生 的 表 现 情 况 有 所
记录就更好了。

卢老师表示，绝大
多 数 的 考 试 都 是 综 合
性的，对学情管理比较
粗 放 ，随 着“ 双 减 ”政
策落地，老师的教学管
理也将逐渐精细化，从
试 卷 阵 地 向 专 项 调 查
转变。

家长表示担忧 家里自测不现实

专项学情调查比考试更有针对性

家长应和老师保持良好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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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习作评

夜深人静，落地细针
能听。桌旁装水，忽见壁
虎攀壁。身肉眼透，稍略
探头。多难候！

暮雪亭

黄金铺面迎香来，
白玉向脸荐甜开。
糯果嵌坠玉金盘，
入口即化谁不爱？
注：黄金指芒果，白

玉指刨冰。

屏东中学 初一（17）班
鲁知衡

醉花阴·奇幻云

一道祥云跨横空，两
刃互迎斩，哪方先制控？
精短细而长，相错别样
宏。人骑凤凰迎风控，又
似天际跑，何时抵达终？
人生首见此，今朝望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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