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拖着书包上学堂
为学生减压，仅有“规定”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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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中区某小学六年级小
学生晓甜今年12岁，体重不足45公
斤，她的书包竟重达12斤。打开她的
书包，记者发现除了语、数、外课本，
里面还装有各种辅导书，加起来大约
有20多本。如果将笔记本和作业本算
一起的话，书包里的东西可真不少。

为了减轻晓甜肩膀的负重，她的妈妈
已经为她换上了拉杆书包。

“每天背着书包上学肩膀又酸又
疼，以前上学的时候爸妈都帮我把书
包拿到楼下，然后我再背书包走到学
校。为减轻肩膀酸疼的情况，妈妈给
我换了拉杆书包。”晓甜说，她们班里

有近五分之一的同学都使用拉杆书
包。

“我每天下午放学后要先去辅导
班上课，学上一个半小时后，下午五
点半左右爸妈就接我回家。回到家吃
过饭将近晚上七点，然后写作业，一
般写到晚上九点多。写完老师布置的

作业还要做课外辅导资料，有时候都
要到晚上十点多才能睡觉。”晓甜说，
每天的作业量都差不多，如果临近考
试的时候，除了写作业外，还要背课
文里的重要段落。

据晓甜介绍，她每周一晚上和周
六晚上还要参加两次舞蹈兴趣班。

晓甜的妈妈刘女士告诉记者，看
到孩子每天这么累，她也很心疼。“我
觉得孩子每天特别累，但是没有办
法。如果不能及时掌握老师教的内
容，那以后上了初中怎么办？社会竞

争那么激烈，除了要打好文化课的基
础以外，还需要学习各种特长，这样
孩子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

另一位小学生的家长介绍，其实
他也不想给孩子施加那么大的压力，

孩子的童年生活几乎都被课外兴趣
班和辅导班给占满了。“之前孩子特
别喜欢画画，我们就送他上绘画兴趣
班。可慢慢地我们发现，绘画兴趣班
会占用孩子写作业的时间。孩子每天

写完作业经常都到晚上十点多了，看
着孩子疲惫的样子，我和他妈妈都很
心疼。但是如果只考虑减负的话，孩
子成绩不理想就没有竞争力。”一家
长说。

市中区某小学一位教一年级语
文的王老师无奈地说：“学校经常开
会说不让我们给低年级的学生布置
作业，但是学生要在两个月内把全部
的拼音都学会。如果不布置作业，只
依靠每天上课的时候学学，根本完不
成教学任务。我们每天给一年级学生
布置的作业就是让他们抄一下课后

的生字词，并做一下课外辅导资料。”
这位老师粗略地估计了一下，一年级
的孩子写字比较慢，做完作业大概需
要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看着孩子们这样，我也替他们
觉得累，如果不布置作业，孩子们就
学不会，另外，在课堂上也会反复地
进行默写。孩子们学习负担真的不轻

松，但是真的没有办法。”王老师无奈
地说。

为此，记者咨询了枣庄市教育局
督导室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介绍，
为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减轻中小学
生的课业负担，教育部门曾制定《山
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试
行)》。其中明确规定，对于小学生家

庭书面作业实行总量控制，控制标准
是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
业，其他年级除语文、数学不留书面
家庭作业外，做语文、数学书面作业
时间每天不超过一小时。同时，该名
工作人员说：“相关规定早就已经下
达各个学校，不排除个别学校不按照

《规范》执行”。

近日，记者在枣

庄市区街头发现，为

减轻书包负重，许多

小 学 生 将 肩 膀 上 的

书包移到了地面，换

上 一 种 与 行 李 箱 相

类似的拉杆书包。记

者 走 访 市 中 区 几 所

小学发现，即使学生

换上了拉杆书包，但

“肩上”的负担似乎

并没有减轻。

表面看来，学生是被
每天繁重的作业所累，但
其实是被考试所逼。老师
将压力施加给学生，学生
考不好，家长就让学生参
加课外辅导班，结果书越
读 越 多 ，书 包 越 来 越 重 ，
孩子的负重就越来越大。
如果负重过重，孩子还能
快乐吗？沉重的负荷会不
会压得他们喘不过气、直
不起腰来，他们的肩膀不
该承受如此沉重的压力。

同时，给孩子选兴趣
班应有一个适度的原则，
让 孩 子 拥 有 一 两 门 特 长
是 好 事 ，但 是 ，把 过 多 的
东西强加在孩子身上，孩
子一时之间无法承受。弄
不好还有可能花了钱、花
了 时 间 、花 了 精 力 ，却 竹
篮打水一场空。甚至影响
孩子以后学习的信心，得
不偿失。

(李婷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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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小学生拉着拉杆书包回家。本报记者 杨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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