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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和平精英》与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联

合打造的“梦寻西湖”《和平精英》西湖文创主题展

正式开幕。此次展览是《和平精英》与杭州西湖博

物馆总馆深度联动合作之一，也是《和平精英》“山

河追光”地域文创计划的第四站。该展览以“梦

境”为概念，打造春“微雨春柳”、夏“暖风夏荷”以

及冬“相思残雪”三大篇章，以独特的视角展现杭

州风光与人文之美。

为让博物馆文化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大众、走

向年轻群体的心中，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与《和平精

英》还进行了一系列深度合作。双方以西湖春季微

雨、夏季风荷、冬季残雪为灵感，联合设计的三套城

市数字新文创“西湖爱情灵感时装”也在此次主题展

中亮相。为助力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和平精英》明

星四人小队成员——吉莉也作为“西湖文化宣传挚

友”入驻“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非常西湖”微信公众

号，提供数字语音导览服务。无法亲身到达西湖的

“特种兵们”，也可在线上与吉莉一起“入梦西湖”。

《和平精英》携手杭州西湖博物馆总馆推出
“梦寻西湖”《和平精英》西湖文创主题展

秋意浓，冬将至。虽然气温骤降，宁波诺丁汉大学 2022

届毕业生系列招聘活动却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在小米通讯2022校园招聘专场宣讲会上，小米人力资源

部海外高校组的负责人李国民提到了来宁诺招人的理由，“小

米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业务和生态越来越多元化、国际化。

受全球疫情的影响，我们的海外工作受到了一些影响，愈发需

要具有国际视野和多元教育背景的人才。”

李国民说：“宁波诺丁汉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

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国际视野和思辨精神，跨文化沟通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突出，加上疫情前，我在做海外招聘时曾

接触过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宁诺校友，他们优秀的专业技能、应

对挑战的能力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把宁诺作为此

次校招的重点院校之一。今年是首次跟宁诺合作，期待未来

建立长期合作，进行更多校企互动。”

不止小米，在宁诺满满当当的秋季招聘会日历上，可以看

到国内外各大名企的名字。

今年 9-11 月，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

联合如字节跳动、哔哩哔哩、强生、欧莱雅、玛氏、德勤、宝洁、

通用电气、联合利华等世界500强和国内外知名企业，安排了

约 60 场线上线下企业招聘宣讲会，涵盖金融服务、快速消费

品、互联网、汽车制造、房地产、航空航天、电子电气等各行各

业，目前参与学生超过 3500 人次，系列活动受到来自学生和

企业双方的一致好评。

一直以来，宁波诺丁汉大学招生与就业发展办公室始终

坚持“全程、全员、全方位、精准化”的就业指导方针，多样化实

习服务为主线，系统化的生涯指导服务体系为支撑，启用“一

生一策”动态管理就业服务模式，助力学生实现最优的个人发

展。

今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进一步加强与名企的战略合作，凭

借完善的就业信息平台，为企业-学生双向选择提供更加方

便、精准的渠道。目前，已有华为、欧莱雅、联合利华、玛氏等

近 700 家中外知名企业在宁诺就业信息平台注册，与学校开

展长期合作。

另据悉，宁波诺丁汉大学已累计向社会输送了近 2 万名

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他们勤勉踏实、勇于创新和敢于实践

的品质受到全球企业和院校广泛青睐。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通讯员 田艺 李子清 钱冰冰

国内外大量名企纷至沓来
宁诺毕业生为何如此受青睐

本报记者 金丹丹 通讯员 茅琼华

很多人印象中的作业，只是平平无奇的数字与文字的组合，但在杭州市凤凰

小学，孩子们的作业却很不同。

设计巧妙的餐后智能测重系统、脑洞大开的陶瓷摆件、剪纸印花T恤、印有好

玩slogan的陶瓷杯、十多万字的悬疑小说⋯⋯这些都是该校孩子们的作业。

最近，学校给这些作业特别安排了一个“家”——在校园里开了一个“作业博

物馆”，分成永久性收藏的馆藏收藏区和定期更新的年限收藏区，展出了学科融合

作业、阅读延展作业、五行五育创生作业、实践探究作业、学生个人成长作业等。

杭州市凤凰小学
开了一个作业博物馆

“双减”之下，这场作业改革还将继续

杭州市凤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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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之下，这场作业改革还将继续

“创办作业博物馆的初衷，是希望通过作

业，实现孩子们成为作家、画家、朗诵家、设计

师等的梦想。”凤凰小学校长缪华良说，四年

前，学校就确立了“作业即作品”的理念，关于

“作业”做了很多课题，不断往纵深推进。

在“作业博物馆”的一个展台上，放了六

十多本封面各异的书，作者是学校的孩子们。

从 2018 年开始，缪华良在每学年会带

20 名左右的资优生写书。从讨论书名、结

构到反复琢磨提纲，再到出成品。在一年

的 时 间 里 ，每 位 参 与 的 孩 子 都 会 写 一 本

五万字左右的原创作品。缪校长就是他们

的导师，为每个孩子的写作过程作指导与

支撑。

“通常来说，两万字是孩子们的‘高原

区’，会出现瓶颈，坚持不住，这时就很需要鼓

励和建议。”孩子们写完书，缪校长会一本本

做细致修改和文字校对，每年阅读孩子们的

作品超过100万字。

原创书籍中，有科幻、悬疑、校园等各类

型的小说，也有绘本作品、数学史研究等内

容。在一年时间里，孩子们根据自己的兴趣

沉浸在创作中，经历挫折、失败，学会坚持、解

决问题，最终拿到属于自己的成品。

缪校长说，自己还有一个打算，十年后，

把出过书的孩子们都找回来，让他们在校庆

上拿着自己的第一本作品上台展示。那场

面，肯定很燃，也会激励更多孩子来尝试。

作业即作品，有学生一年写下五万字原创

“双减”之下，作业改革是大家热议的话

题。在缪华良看来，作业改革的三个关键要

素是全面压减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

发挥作业育人功能。

缪校长说，作业改革，首先要思考，哪些

是没有必要的作业，哪些是必需的作业。下

阶段，学校的作业将打造成三种模式。

一是没有必要的作业，比如传统的预习

作业。“前置性学习不一定要通过作业来达到

效果。”缪华良认为，太费时间但实际效果并

不大的作业，可以大刀阔斧地“舍弃”，同时，

主动的前置性学习是很需要的。学校计划将

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把原先老

师在课堂里讲述的浅显的、表层的知识内容

制作成微课，孩子们可以在上课前自主学习，

而在课堂的宝贵时间里，更多地开展个别化

学习、合作讨论。

有了“舍”的作业，也有“得”的作业。缪

华良觉得，“必做”的作业之一是基础性学科

的巩固作业。对于这类作业，学校计划变为

“电子作业”，每隔一段时间用拍照等形式作

记录，在平台中通过数据存储，查看学习过程

中出现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达到什么样的

效果，从而反思自己的学习。

在基础性学科之外，学校还有大量的活

动性课程。孩子们在大量情景化学习中获得

的感受、收获，用各种方式记录下来，成为“活

页作业”，就像一本个人相册，记录成长过程。

另外，还有跨学科融合的探究性作业。

这类作业很可能一个月或者一个学期才能完

成一个，孩子们要非常专注投入，和同伴分工

合作，不断解决问题，过程可能会很坎坷，但

出成品的那一刻，也会很有成就感。

作业博物馆里，就展示了孩子们的几个

探究性作业。比如孩子们将学校的沉降式广

场设计成了一个舞台，做了可视化搭建；还比

如五年级的孩子们在美术老师的带领下将剪

纸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开发了一系列“周边”。

“并不是多做题才是学习，真正好的学

习，应该是激发孩子的求知欲。”缪校长说。

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