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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聚焦

新生达峰值，学校宿舍装不下

十十七七中中规规定定，，五五公公里里内内的的新新生生不不住住校校
本报7月3 0日讯 (见习记

者 张群 ) 30日，市民王先生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他的孙女王
悦是莱芜市十七中的高一新生，
在新生报到当天被告知，今年凡
是家庭住址和学校相距五公里
以内的学生均无法住校。记者了
解到，学校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

定，是因为今年新生录取人数达
到峰值，学校宿舍数量无法满足
学生的住宿需求。

据了解，王悦的家住在莲河
小区，与十七中相距三公里，一
直由爷爷王先生照顾。王悦的父
母一般都不在家，她父亲在口镇
工作，每隔半个月才回家一次，

她母亲是超市工作人员，天天倒
班，也不能经常照顾王悦。王先
生称，陪王悦到十七中报到的当
天，被告知不能住校。“王悦今
年才上高一，对路也不太熟悉，
再加上她是个女孩子，晚上下了
晚自习回家太危险了。”王先生
说。王悦告诉记者，她听到很多

同学和家长跟他们有相同的担
忧，但是现在还没分班，他们也
不知道应该找谁解决。

记者联系到十七中的办公
室主任周广伟，他告诉记者，今
年莱芜市初中毕业生人数达到
峰值，十七中生源数量也是近年
来最多，学校已经尽力为学生准

备宿舍了，但是宿舍还是存在一
些缺口，所以学校才无奈做出了
这样一个规定。周广伟说，等到
高一新生开学以后划分好班级，
部分离学校较近的学生如有住
宿要求可以跟班主任联系，等到
各班做好汇总以后，学校会统一
再做安排。

一一年年级级暑暑假假作作业业““全全家家教教””

暑假期间，孩子们除了参加各种类型的辅导班，作业是每个学生这个假期难以避免的内容。近
日，读者亓女士向本报反映，孩子暑假作业难度高，孩子难以独立完成暑假作业，因此全家齐上阵

“写”作业，这样的假期作业让她难以招架，不禁发出“暑假作业是让孩子做还是孩子妈做”的疑问。

见习记者 徐莹

调查：孩子的作业主要由家长来做

亓女士的儿子俊俊（化名）是
莱芜市某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在
她的家中，记者看到了“暑期生活
指南”：“请你在快乐阅读的同时
边读边批注，统一记录在B5纸上，
装饰美化，添加目录，设计封面和
封底，最后将所有内容装订起来，
形成你的个人文集；推荐图书读
后感一律电子稿打印；游祖国的
河山、参加一次公益活动等并通

过拍照、写感悟等形式记录在A4
纸上(上半部分贴照片，下半部分
配文字说明)……”这些仅是俊俊
暑期作业的一部分。

亓女士拿出孩子完成的“个
人文集”中的一部分，记者看到一
张张B5纸上既有图画又有文字，
色彩艳丽，每张构图都不相同。记
者看到这些配图和文字搭配得很
漂亮，能看出孩子是用心完成的，

但是亓女士却摇摇头说：“这些作
业是我跟儿子一起完成的。一般
都是孩子读完文章后，我帮助他
找出中心思想和重要句子。这仅
是第一步，剩下的构图、装饰美化
工作基本都是由我来完成，儿子
抄抄中心句子、涂涂颜色。为了保
证质量，一天也就能完成一张。”
在亓女士的家里，记者看到了五本
专门为了完成作业买的绘画书。

孩子：妈妈帮着做比自己做的好看

记者询问俊俊“个人文集”中
哪些部分是自己完成的，俊俊说：

“上面的句子是我自己写的，还有
小鸟、小花是我画的。”记者注意
到俊俊说的“小鸟、小花”只是整

幅图的花边装饰。“那大海的照片
是你拍的吗？”俊俊的回答是“爸
爸给我拍的，妈妈粘在纸上。”随
后，记者问他是否喜欢做这样的
作业，没有家长的帮助能否独立

完成，他跟记者说：“这是老师布
置的，一定得完成。有妈妈帮着做
比自己做的好看，等假期过了，还
得拿去学校比赛。没有爸爸妈妈
帮着做，我的就被比下去了。”

家长：孩子的作业，我们也很头疼

面对“作业到底应该谁来
做”这个话题，亓女士和丈夫董
先生已经争执了多次。董先生之
前十分不赞成妻子“大包大揽”
的做法，但是在做出由俊俊单独
完成作业的尝试后，他发现这离
学校要求参加评比的水平有很
大差距，于是便也加入“全家一
起做作业”的队伍中。董先生跟
记者说：“我们能理解学校希望
孩子全面发展的初衷，但是这些

作业对于七八岁的孩子而言，独
立完成简直太难了。什么游览祖
国河山、参观繁华城市，还得拍
照、粘贴成册，这摆明了就是给
我布置的作业。”

记者又电话联系到家长郭女
士，她跟记者说：“我不大会画画，
但是为了能交出满意的作业，我
就把图画书垫在B5纸下描出来，
还得挑晚上灯光暗的时候，这样
比较清楚。那种需要打印的作业，

肯定是我打字复印然后装订。”郭
女士告诉记者，她与其他家长交
流之后发现，这些暑假作业难度
大，作业的完成少不了家长的帮
助。“我最近发现，要是不帮忙，儿
子基本完不成，要是帮他写写画
画，他就产生了很大的依赖性，遇
到这样的作业他就会习惯性地等
我来。”

家在口镇的王女士面对上一
年级的女儿平平（化名）的暑期作

业也有很多的烦恼。王女士跟记者
解释，他们多是农村人，文化水平有
限。以前学校布置的小制作、小发明
就让她很头疼，孩子完不成作业就

在家里又哭又闹。这次假期作业
有实践活动“让孩子挣一毛钱”，
她不放心孩子出去参与公益活
动，主要让孩子在家干点家务活。

专家：不要用大人的标准要求孩子

记者就小学生假期作业问
题，采访了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初等教育专业的带头人宋睿。

宋老师认为，适当增加实

践活动可以丰富学生的业余
生活，增强学生的观察力和融
入社会的能力，但是不一定非
要落到纸面上变成对学生甚

至家长的强制要求，这是不科
学 的 。学 校 可 以 创 新 作 业 形
式，让学生寓教于乐。比如让
孩子讲述最爱的故事、录制读

后感 (录音 )、拍照片并讲述照片
背后的故事等。

另外，老师、家长们尽量不
要把成人世界的评判标准带到

孩子的世界，孩子的作品或许
不够完美，但可以记录他们成
长的痕迹，还原只属于孩子的
纯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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