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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中不留家庭作业这一
条，我们家长是满意的。父母都不希望子女承担作业重
压，无暇参与社会课堂的感知，甚至压抑游乐天性，而后
两者对于培养孩子的健康心理和社会能力至关重要。如果
课堂教学能够达到目的，应该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当然，不同的孩
子掌握知识快慢不一，留适量的作业，对他们不是坏事———强化训练
有利于知识巩固，避免日后回过头来补习，增加新负担。

作业只是教育大课堂的浅层。生活在这个复杂的竞争性社会中，
和绝大部分普通家庭一样，我们难以脱离作业、考试成绩，而去大谈
素质教育，没有家长希望自家孩子的前途脱离我们对优势资源的向往
惯性，听命于教育在人为平衡之后的偶然性。比如说，如果在起跑线
就抛弃应试教育模式，那么赢到终点的新标尺在哪？又比如说，学校
拿什么衡量孩子们的德智体美？孩子又拿什么来证明自己，凭
此通过竞争尤为残酷的社会门槛？

很是两难。想根本解决，需多方面着手。政府方面，全方
位加大教育投入，舒缓中考、高考两道瓶颈，使学生从小就能
全面发展，是首要使命，而规范学校管理和教师职业行为、改
革教学内容，是第二位；社会方面，第一要构建对人才综合评
价的新模式，把更多渠道、更多岗位提供给不同人才，其次是
家长和学生需适应这种改变。此外，能否用更多手段激励学
校、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怎样做到“有教无类”，“因材施
教”，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源源不断？这些，希望在减负十
条之后，能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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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小学生父亲

教育部的

《小学生减负十项规

定》 （征求意见稿） 亮点多

多，最引热议的莫过于取消书面

作业，人们多担心家长会变本加厉

地“堤内损失堤外补”。此忧并非无中生

有，至少当下，家长已把孩子的课外时间塞

满，若再腾出做作业时间，小学生的负担不过

是校内移校外，规模、体量甚至还会增加。

我们不得不问，小学生的负担源自何处？先

来看一个罗圈架：学校迫于家长压力，家长抱怨

社会竞争，社会抓住学校死整。再对照负担的构

成，会发现书面作业并不是小学生负担的全部，相

较于密集多样化的补习班、占坑班、特长班，作业真是小

小不言啦，可见小学生的负担绝大部分源自爹妈。不少

爹妈很分裂，表面上抱怨学校课业负担重，半夜三更

作业做不完，心底里却琢磨着还有哪个时间能挤出

来再给孩子报个班。深层次的原因至少有三：

一是“早”。爹妈深信宜早不宜迟，一切都

往前赶。为早生宁愿剖宫；为早熟零到 !岁就

双语开发；为从幼儿园升入名牌小学，!至 "

岁寒窗苦读，早早体味高考落败的失望与

伤感；小学谋跳级，初中力挤神童班，

高中拿下托福、#$%。尽管不少都

是远期目标，但是植根于心底的

“不输在起跑线”，让爹妈只

争朝夕，小小身躯能

不身背重负？

二 是

“多”。爹妈深信艺多

不压身，一切都来两下。智

力开发奥数不能少；艺术细胞培

养一定瞄好行情，捡所谓“偏门”

押个宝；& 岁开飞机，' 岁走千里……

()岁前，不少爹妈把孩子的成长只用考级

来标定，以证书摞起来的高度来衡量，全然

不顾孩子的睡眠、孩子的游戏、孩子的体能、

孩子的情绪。这种多样复杂的负担，成了童年时

代的单调记忆与喘不过来气来的奔忙，稚嫩的心

理能不负荷过载？

三是“比”。爹妈深信不比不知道 （一比吓一

跳）。口头禅：“你瞅瞅人家的孩子，你怎么这么不上

进”；与身旁的同事、邻里家孩子比学生干部的级别，

比成绩排名位次；与成功人士成长经历比，谋划着

自家娃娃何时也能挣大钱，出大名。极少家长有能

力发现自家孩子的兴趣、特长，倾听孩子的理想。

只愿成龙成凤，不甘成长为益虫的过分期望，幼

小的生命能不阴影笼罩？

减负不仅仅要减掉孩子们手中的作业，更

是要减掉家长压在孩子们心头的重石；减负

不光要盯住学校，更是要动员家长，还要

盯住社会培训机构的推波助澜、趁火

捞钱；以教育部十项减负规定为

起点，扎实推进，还孩子们轻

松、快乐、好奇、求知的

美好童年。

减负先减爹妈负
朱 煦

闺女要上小学了。开学前，上中学的侄
女给我打电话，问：妹妹上小学后，要开始
写作业了吧？我告诉她，不是有通知说小学

阶段不留书面作业了吗？侄女听罢，愣了半晌，
最后羡慕地“啊”了一声。依我说，闺女这回
算是赶上了好时代了。

从小，我们夫妻俩给女儿的教育就是以宽松
自然为主，只要她品格良好，身体健康，就一切*+。
现在孩子"岁了，除了上过一个,-天的游泳短训课
外，再也没有给她报过其他任何一个课外兴趣班。
在幼儿园!年，每天回家后，只要天气好，女儿就会

拿上玩具去公园。各种体育项目，比如跳绳、转呼拉
圈、骑车，她都很拿手，还学会了爬墙，结交了一大堆
好朋友。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放任自流，比如走在路

上，会指着路边的店面招牌，教她认识一些简单的字；买
玩具时，让她数给店家多少钱，算算需要找回多少零钱

等，这样的学习方式她很乐于接受。
让孩子快乐地成长是最重要的，而且，玩耍本身也

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是一种能力的培养。在玩耍中，孩
子们不仅强健了体魄，为各种体育运动打下了基础，同
时，在与小朋友的游戏中还学会了与人交往的本领和各

种游戏的规则，这些都是她将来在社
会上生存的基本技能。对孩子的教育
应该是循序渐进的，每个年龄阶段，
孩子都有其成长的自然规律，家长不
应该拔苗助长。

现在，社会上早教风气极盛，许多孩
子还没上小学就已经掌握了大量拼写认读
的知识。这两天，我也把孩子刚发下来的小学
课本仔细看了看，发现难度并不是很大，要完
成课本知识的掌握，根本就不需要孩子放弃休
息和玩耍时间进行大量重复的练习，除非你想要
孩子一直遥遥领先于老师的授课进度。但是，换
个角度想想，如果老师还没上课，孩子就早已学
会了知识，那还上这个学干嘛呢？

所以说，关键还是家长要自己.*/0住，不要一看
见老师不留书面作业家长就自己留，甚至去找老师主
动要作业，或者是看见孩子在玩就心里发慌。而是要相信，
只要能按时跟上老师的授课进度，掌握好基础知识、培养良
好的学习能力和习惯就够了。要坚持给低年级的孩子更多
的户外时间，主动配合学校一起为孩子们“减负”。

（本报记者 叶晓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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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育部出台新规，不准给小学一年级至三年
级的学生留作业，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片面。接受教育
是孩子的权利，写作业也是孩子的权利。“古人云：
温故而知新。”小学正是打牢基础的时候，在课堂上
没记住的知识，回到家再不温习，这一天的课不等于

白上了？况且，孩子以后还要应付中考、高考，所以作业还是应适当留
一点。学习不是一种负担，怎样能让孩子在快乐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开
阔眼界，长大成人，需教育部门多下下工夫。

减负是个老话题了。教育部门颁布的课下不准办补习班、不准办学
前班、不准办奥数班等禁令已出台好几年，可这班那班关了又开屡禁不

止。我想，每位老师都希望能为社会培养出有用的人才，而不是死
啃书本的书呆子；每个家长也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快乐学习，感受人
生的丰富多彩，成为一个辨是非、懂真知，对社会有益的人。为什
么补习班还有生存的土壤？

在以应试教育为主的教育体制下，老师和家长很难摆脱分数
线、状元、升学率、名牌大学这些“世俗的老观念”。如果学
奥数孩子在考学时不会获得优待，没有家长愿意让自己和孩子
周末都得不到休息。记得去年暑假去辽宁的亲戚家玩，家里孩

子正上高中。但她暑假并没有休息，而是在上补习班，每
天早出晚归。我对亲戚说，孩子太累了，需要放松。亲戚
说，没办法，考试就考补习班教的知识，真正上课时不怎
么学，如果不上补习班就跟不上。

我家的宝贝已经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了，看着她天真
活泼的样子，不知道她将来会不会也被繁多的课业所累。
这次教育部提倡的“减负”最终将如何规定，各个学校又
将如何解读，实施效果怎样，让我们家长十分期盼。

作业适量留
" 彤彤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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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入学
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推行统一的网上报名招生

均衡编班
严禁以各种名目分重点班和

非重点班，接受各方监督

“零起点”教学
一年级入学不得拔高教学

要求，不得加快教学进度

不留作业
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可布

置适合小学生的体验式作业

规范考试
一至三年级不举行统一考

试，四年级起只可考语数外

等级评价
全面取消百分制，实行

等级评价，评语多鼓励

一科一辅
教辅材料购买遵循“一科

一辅”和家长自愿原则

严禁违规补课
学校和教师不得在课余等时

间组织学生补课或上新课

每天锻炼一小时
上好体育课，安排好课间

操、眼保健操或大课间活动

强化监督
各级督导部门要对减负工

作定期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近八成父母支持减负

从 ' 月 11 日起，教育部新拟定
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征求意
见稿）开始公开征询意见，提倡了多
年的减负又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

公众对小学生减负的态度如何？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近日进行的
一项调查 （(232" 人参与） 显示，
"24&5的受访者认为目前小学生减负
效果较差，2&465受访者支持减负，
但 &14!5的受访者直言不看好 《小学
生减负十条规定》的实施效果。

山西太原某小学班主任吕艳告诉
笔者，她所在的小学自去年起就不再
给一二年级的学生布置书面作业，但
学生们依然不轻松。因为负担不光来

自学校和老师，很多是家长给的。不
少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周末就被家长
安排得满满的，学奥数、学英语、学
钢琴、学绘画……
“家长之所以对孩子的期望过高、

要求过严，是因为社会竞争压力太大
了。”江苏苏州的李慧岗说，我国优
质教育资源不够多，家长根本不敢放
松，孩子们压力很大。由于工作关
系，李慧岗曾将儿子带到新加坡上小
学，他觉得那是儿子最快乐的一段时
光。每天下午 (点半就放学了，几乎
没有作业，剩下的时间完全由儿子按
自己的兴趣自由支配。

担心减负难以落实

调查显示，多达 6'435的受访者

对小学生校内减负有担忧，包括：
校外补课、培训更泛滥 （"34'5）；
减负难以落实 （3!4&5）；降低学校
和老师的责任，课堂质量下降
（!(425）等。

江西抚州某小学教师李玲 （化
名）发现，能上补习班的孩子一般家
境较好，而家庭条件较差的孩子只能
靠自己努力。这样一来，孩子之间的
差距就拉大了。而且，减负后孩子的
课余时间增加，家长却忙于上班，少
年宫之类的地方又形同虚设，于是放
学后孩子们要么在车多人多的马路上
追追打打，要么经常出入网吧、游戏
厅。

中部地区某市的小学生家长王
莉坦言，每年她给孩子报补习班的
钱已经超过 ! 万元，有时周一至周

五的晚上也会给孩子安排一些课
程。“晚上的课是 " 点半到 ' 点
半，孩子回到家就 6 点多了，吃点
东西开始写作业，等到上床睡觉也
就 (( 点了。”现在很多好初中会和
一些培训学校偷偷联手举办考试，
向成绩优秀者伸出橄榄枝。“考试
考的都是奥数，学校平时不会教。
这就逼着家长给孩子报补习班。”
王莉说。
“家长为什么不能给孩子减负？

就是因为社会评价机制没有变。”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家长当然愿意孩子快乐地生活，但是
现在社会评价机制、教育体制不变，
单纯给孩子少布置作业，家长能接受
吗？谁会愿意自家孩子将来中考、高
考“吃亏”呢？

改体制机制才治本

“现在一些地方的教育只是披着素
质教育的外衣，内里依然是应试教
育。”李玲认为，小学生负担肯定是要
减的，但是如果教育制度不发生根本
的改变，所有的规定都难以落实。像

现在，减负并没有
真正减掉孩子身上
的负担，反而将这
种负担进行了转移
和扩大，还加大了
家庭的经济负担和
家长的压力，父母
必须为教育减负去
买单，另外花重金

请家教补课，还要挪出更多的时间去
看管孩子。

储朝晖表示，给小学生减负要先
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管理体制的问
题，现在的教育体系中，专业性越来
越弱，行政性越来越强。需要给学校
和老师一定的自主权，以设定自己的
教学计划；二是评价机制的问题，学
校应该根据孩子不同的天性因材施
教，保证教育的多样化。单一的评价
机制容易让孩子丢失天性。强迫孩子
拿考试成绩证明自己，不仅不利于孩
子的发展，有时还会适得其反。
“小学生减负实际是对教师提高

了要求，教师必须利用有限的时间给
孩子提供更多的信息。”吕艳建议，
减负后学校应该为孩子提供更全面的
教育，比如组织一些兴趣班。“我们
的音体美老师都是科班出生，可以好
好利用这些资源，一来家长可以节省
部分财力，二来可以帮助孩子发现自
己的兴趣所在。”

教育部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公开征求意见看父母怎

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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