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4月，行知小学、
行知二小全面推进“无铃声”

改革，覆盖4000多名学生。原先
的全校统一响铃模式，变成了一班
一铃声，由各班铃声管理员负责按
铃，提醒全班同学和老师上下课。
校园安静下来，学生也更加自律。

本学期，行知小学正式推出
无铃声2.0版本，在长短课、铃声
提醒方式等方面又做了进一步
探索。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场静
悄悄的改革，并不仅停留于学
校、老师层面的执行，而是逐渐
唤醒了学生的内驱力，以及他们
对于自身时间管理的思考。

上学期结束后，学校对于无
铃声 1.0版本的实行情况进行了
复盘，也从学生、老师处了解了实
际操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大家反映上来的问题主要有
两类：一是有部分学生为了准时
敲响上下课铃，影响了上课的专
注度；二是师生纯粹地为了时间
管理去关注上下课时间，而忽视
了背后的职责和任务驱动。

针对第一个问题，学校在今
年的 11月中旬推出了二代时间
管理法——番茄时钟。原先，各
班的铃声管理员使用的工具是一
个圆形的按铃，同学们主要通过
自己的手表和教室墙上的时钟确
认上下课时间。而升级过后的新
工具，外表就是一个可爱的小番
茄，时钟上的刻度以 5分钟为一
个单位，自带倒计时功能。五（1）

班的时间管理员马一宁和张云戬
同学介绍：“上课了，我们就可以
把时间拧到40分钟，到点之后它
就会打铃提醒你，这样我们就不
用经常去关注时间了。”

除了校园里统一使用，很多
孩子说，自己在家也有使用番
茄时钟的习惯。杨清扬同学是
公认的小学霸，对时间管理也
很有心得：“我有时候会在番茄
时钟上给自己定一个小时看书
时间，铃响后休息 10 分钟。好
处是在这一个小时里，我更容
易注意力集中，思绪也不容易
被打断。”

随后，记者走入几个班级进
行随机调查，平均有1/6以上的学
生家中备有番茄时钟，最多的一
个班级，全班46人中有12人在家
使用番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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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音箱让声音不乱“飘”
广场舞想跳就跳

取消上下课铃声后……
杭州这所小学里发生了什么？

在“无铃声”改革不断迭代、
推进的过程中，行知小学坚持要
让学生更自律、更自主。在少代
会涌现出来的提案中，学生对于
课间如何管理、如何玩耍，课堂
如何更高效的相关讨论，也很好
地印证了这一点。

如果说“无铃声”为学校的
教育改革盖好了一层地基，那么

“课程”就是接下来要往上盖的
硬壳层。

这个学期以来，行知小学还
做了一件很“实验性”的事情——
各个班级的课表每周都会更新
一次，真正实现了一班一课表、
一周一调整。

“这也是我们在上学期开启
‘无铃声’时就设想到的。取消
铃声只是第一步，我们要进一步
推动的是长短课、跨学科学习。”

楼校长说。
具体如何操作？每周五，各

个年级组长牵头，由各学科老师
自主申报下周的课表。在落实
课标的基础上，给予老师充分的
自主性。比如，数学学科下周要
进行实践活动，那么数学老师可
以申请将两节原本分离的数学
课，调整为两节课连上，变成一
个项目化学习的长课程。各学
科上报后，年级组长在学科之间
进行微调，确保学科之间、年级
之间“不打架”。

而这样的改变，不仅给了各
学科自由度，也无形中增加了老
师们上课的难度。但楼校长认
为，这样的变化也许会为老师带
来阵痛，但长久来看，一定是有
利于学生的。
据《都市快报》

启用番茄时钟 进一步提升时间管理能力

每周申报课表 实现长短课、跨学科学习

周末晚7时，金融街广场开始热闹起来，各个舞队集结、热身，翩翩起舞。而一路之隔的
居民家中，开窗时候的环境声仅50多分贝，周边居民再也不用忍受广场舞的噪声干扰了。原
来，今年5月起，广场灯杆上陆续安装了6套“定向音箱”，能够让声音像手电筒的光一样定向
传播，将声音控制在环保值范围内。这是北京西城区首个安装使用智慧系统的公共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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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广场紧邻二环，位置好，场
地也宽敞，1000多平方米的空间可容纳
不少舞队活动。此前，广场舞带来的扰
民问题，让附近居民十分头疼。

金融街街道平安建设办公室科长
叶生涛告诉记者，广场上常年活跃着 5
支舞队，有跳现代舞的，也有跳交谊舞、
街舞的，每个团队少则三四十人，多则
二百来人，“无论春夏秋冬，都有人跳，
大家带着自己的大音箱来，音乐此起彼
伏。秋冬还好一些，春夏时，居民一开
窗，投诉也就跟着来了。”

叶生涛说，仅2022年春天到去年春

天的一年时间里，街道就接到了 12345
热线派单73件，全是居民对音箱声音过
大的投诉。

居民周燕华和儿媳就先后拨打过
12345。她们所住的乐道巷 7号楼距离
金融街广场直线距离约 400米，就隔了
一条二环路，家里客厅和阳台的窗户都
直接对着广场。“广场舞噪声问题不止
一两年了。”周燕华在乐道巷住了快30
年，以前她儿子高考她就投诉过，还打
过 110，后来家里换上双层隔音玻璃也
不管用，“现在我孙子都上小学了，我和
儿媳又打12345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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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广场舞噪声扰民，是基层治理的

常见问题，金融街街道一直寻求破解
之法。

叶生涛告诉记者，他们曾联合公
安、城管部门到现场执法，“劝导、调解，
效果甚微，好了一阵，很快又不行了”。
有一段时间，街道专门安排 4名保安每
天晚上在广场巡视，声音一大就上前提
醒，但这样一来，舞队也不乐意了，觉得
不断的提醒打乱了大家的舞步节奏。

今年 4月，街道专门派人走访南方
城市，琢磨引入“智慧舞场系统”。4月
底，街道举行座谈会，把各个舞队组织
者召集在一起。听说不让自带设备，改
用统一的定向音箱，炫舞团的舞蹈顾问
王建立第一个反对：“引入的这个音箱

肯定没我们自己买的音质好。”
街道马上请来设备安装公司负责

人，讲解设备原理、优点。3 次座谈会
后，舞蹈队终于愿意试一试新设备。

5月 11日，第一台定向音箱安装在
了广场东侧。

这套智慧舞场系统包括一个音箱、
一个控制箱，利用波束形成定向发声技
术，从源头管控声音的传播，将声音控
制在广场舞音箱正前方30度夹角内，使
在场地固定区域内跳舞的人可以清晰
地听到伴奏音乐，而设备范围外的音量
则会大幅递减至环保值，降低了音乐声
对其他区域的影响。

效果立竿见影。“声音低多了，关上
窗户完全听不见。”周燕华说。

舞蹈队也省了不少事。“以前我们
是拖着大音箱去，有二三十公斤，不仅
沉，还经常要充电。”王建立说，现在街
道把音箱的钥匙交给舞队负责人保管，
用的时候打开，插上提前下载好音乐的
U盘，就可以播放了。控制箱里的显示
屏还能随意切换歌曲、控制音量。“音箱
音质也不错，比我们自己的还好。”

王建立说：“定向音箱的高低和角
度也能调整，不同舞种，音乐不一样，彼
此有干扰，以前因为这没少闹矛盾，现
在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当多个舞队

同时活动时，能拥有自己的独立音区，
不受其他队伍音乐声的干扰。最让王
建立和队员们开心的是，没有扰民问
题，不用再担心被“轰”，可以踏实在广
场上跳下去了。

寻求科技赋能基层治理，广场舞扰
民问题终于解决。叶生涛说，试点安装
了降噪设备后，没再出现一起 12345投
诉。街道还将继续推进智慧系统在辖
区其他广场、社区公园等点位的安装运
行，为居民营造舒适的生活环境。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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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上隔音玻璃也不行”

3次座谈会后装上新设备

舞蹈队不用再担心被“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