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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关注

开学临近，学生抄作业风靡校园

两个通宵抄完 20 天作业量
本报聊城 2 月 7 日讯(记者

陈洋洋) 随着中小学开学临近，
不少学生开始突击写作业，有的
通宵抄作业，有的则干脆花钱雇
人代写。7 日，记者在部分学校了
解到，学生判断老师不会仔细检
查作业，竟突击通宵抄作业，有的
学生两个通宵抄完了 20 天的作
业量。

“数学、化学、物理都是卷子和
习题，每人一科做完‘贡献’出来。”
临近开学，不少中小学生都忙着突
击写作业。城区一高中学生小雯为

突击寒假作业，与同学分工合作、
互相抄袭，“反正老师也不仔细检
查，写个差不多就行。”

小雯说，她今年上高二，知道
寒假的作业老师不严查对错和字
迹，所以大家都是找各科擅长的
同学先做，然后大家承包科目。她
们一共三个同学，小雯负责写三
个人的化学，另外两个同学写数
学和物理。“我借了同学的作业，
抄了两个通宵，终于写完了。”而
在城区一中学 QQ 群里，一名男
生“炫耀”说，他用了两个晚上的

通宵，抄完了 20 天的作业量。
记者了解到，有的学生假期

没玩够，作业一点也不想写，干脆
花钱请人代写作业，而且网上也
出现了不少求代写作业的贴子。
有的学生不敢找本地人代写，就
找其他城市的“写手”，从网上支
付费用。“过年期间，同学都收到
不少私房钱，花钱找人代写作业
的挺多。”高一学生小伟说，同学
找代写一般都找专业代写的，也
有的是找自己学校的同学，专业
帮人代写作业的一般是大学生，

写作业的质量也比较好。
小杨在青岛读研究生，他去

年在网上发帖子帮高中生写作
业，挣了 500 元。“我一般帮理科
的学生写作业，文科作业要写的
字多，价格要高一些。”小杨说，理
科的作业是按科目算费用，文科
的则是按试卷或作业页数计算。

“其实寒假作业确实能巩固学科
知识，有些学生寒假玩大了，所以
来不及做了。”小杨称，每次接代
写作业的单子时，都先和学生谈
谈心，鼓励他们自己写。

2 月 7 日，聊
城二中学生陆续
返校，许多学生家
长扛着行李送孩
子上学。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学校老师：

假期作业旨在

让学生更充实

聊城一高中教语文的张老师
表示，学生临近开学抄作业是常
态，几乎每年学生临近开学都会有
一大批学生突击写作业，甚至有的
开学好几天都写不完或干脆不写
了。以前有些老师布置作业多，但
这几年作业改革，很多学校的寒暑
假作业都少了，学生依然写不完。

张老师说，学生写不完大多抱
怨作业多，其实应该一分为二地看
这个问题，以前有些老师确实布置
作业多，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不闲着
整天玩，造成了作业太多写不完的
印象。近年来寒假作业一般由老师
按照假期天数做成了作业计划量
和时间表，让学生按照计划一点一
点完成，但学生在假期比较贪玩，
造成作业积攒到临近开学。

对于没完成作业的学生，张老
师表示，老师为了不影响新学期学
习进度，也不做过多处罚，但是学
生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就不认真写
作业。

为增加高三生高考动力

家长花钱让孩子看梦想大学
本报聊城 2 月 7 日(记者 陈

洋洋 ) “全程都是我一个人坐
车，路上想了很多事情。”聊城一
中学生小敏最近独自去了一趟上
海。为了增加她的高考动力，小敏
妈妈送了一个意外的新年礼物，
出钱让女儿小敏去上海看梦想中
的学校。

小敏介绍，她特别喜欢上海
同济大学，妈妈就让她一个人去
上海看看，增加高考的动力。“我

其实不想去的，但是妈妈说寒假
在家有点懒散了，不如去看看向
往的大学，增加一下学习的动
力。”小敏说，她也觉得挺焦虑挺
迷茫的，春节期间一直压力比较
大，妈妈出钱让她自己去一趟上
海，她怀着比较忐忑的心情去了。

小敏从正月初九出发，从聊
城前往济南坐车，由于迷路了，
没来得及买上票，就在济南住了
一夜，第二天从济南坐动车去上

海，一个人在上海呆了 4 天，全
程车票和买衣服、特产一共花了
不到 3000 元。“走到济南就迷路
了，我觉得很沮丧。”小敏说，她
平时也经常跟父母出门，但是从
来不记路，还分不清东南西北，
这次自己去那么远的地方还是
第一次。

在去上海的过程中，小敏不
时用手机上网打发时间，一路上
都在查询地图和学校情况。“在

去上海之前，有时候压力大都想
放弃高考，真的很害怕发挥失常
高考失败，但是这一路上，我想
明白了。”小敏说，她去上海看了
好几所大学，发现大学比她想象
的氛围还要好，校园的每个角落
都透着不一样的“气质”，和高中
截然不同的感觉。小敏觉得大学
附近的城市景观和文化景点，还
有大城市的很多图书馆都让她
很向往。

开学前焦虑频现

整夜失眠

急哭女学生

临近开学，不少高中生开始整
夜失眠，有的半夜睡不着急哭了。
7 日下午，记者在几所高中发现，
一些返校学生在教室或宿舍“补
觉”。

聊城二中小君今年上高二，寒
假里她一直休息得不错，可临近开
学几天却怎么也睡不着了。“为了
调节生物钟，我晚上 9 点就上床躺
着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凌晨还是睡
不着。”小君说，她越睡不着越焦
躁，后来干脆起来背自己最不喜欢
的英语单词，可是越背越精神。

小君说，她连着三天折腾到快
天亮才睡着，前天晚上在被窝里急
哭了。因为没睡好，小君近几天精
力特别不集中，自己都担心影响开
学学习。

在聊城三中贴吧，一名高中生
凌晨 4 点还是睡不着，就在网上发
贴子。“快开学了，我实在睡不着，
这个点了估计你们都睡着了，没人
回我贴子的吧。”发完贴子后，这名
学生发现很快有同学回复了。“没
想到这么快有人回复你吧，我也睡
不着。”另外一名男生回复说，他到
凌晨了还是睡不着。

本报记者 陈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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