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2月12日 星期五

本版编辑：蓝峰

组版：陈华

E05

孩孩子子抄抄袭袭作作业业怎怎么么办办？？
学校称区分情况给予教育或惩戒

萃清小学：

开展说课比赛

暖冬行动温暖
10名贫困生
孩子们领到学习用具和图书

本报12月11日讯 (通讯员 陈
彬 记者 梁越) 今年12月5日是
第29个“国际志愿者日”，济阳县供
电公司结合当前的暖冬行动，组织
开展了“送知识到身边”活动，为济
阳县孙耿镇中心小学的10名贫困学
生送去了爱心和温暖。

活动期间，该公司青年志愿者
热诚地向贫困孩子了解学习和生活
情况，并将精心准备的学习用具和
图书送到他们手中，鼓励他们加压
奋进、努力学习。

同时，彩虹党员服务队队员走
进教室，检查用电线路设备，发放安
全用电宣传材料，并现场给孩子们
讲解安全用电常识，分析校园用电
的盲点和危险点，提高孩子们的安
全用电意识和风险辨别能力，确保
校园用电安全。

本报12月10日讯 (记者
梁越 通讯员 刘海鹏) 为
让学生更全面地发展，很多学
校开办各种社团，但仅有少数
学生参加。近日，为让全校学生
动起来，济阳街道中心小学开
办了58个社团，书法、舞蹈、数
棋、羽毛球、电子琴、瑜伽、剪
纸……学生想学啥学啥。

近日，记者来到济阳街道
中心小学，刚进教学楼就听到
教室内传出各种声音，琴声、鼓
声、歌声、笑声……据该校李校
长介绍，每周二下午3时-4时
10分是全校1000余名学生社团
活动时间。

“最初我们学校仅有几个
社团，包括美术、合唱、舞蹈，可
只有几十名学生利用课外时间
参加。”李校长说，学校不可能
拿出单独的时间让这部分学生
参与，学生也只能学到一些皮
毛，并未达到全面发展的目标。

为此，济阳街道中心小学
发挥全部教师的能力，开办了
58个社团。“哪个老师擅长哪项
就负责哪个社团，这样也有利
于发挥教师的自学能力。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如
有未选择的学生则在班内上书
法课。”该校李校长说。

至于各个社团需要的设
备，全由学校进行统一购买。

“小到剪刀、染料，大到电子琴、
架子鼓。”李校长说，学校并未
让学生花一分钱。希望学生德、
智、体、美各个方面都有良好的
发展。

“每周二下午，我们都有专
门时间学自己喜欢的东西了，
那感觉特别爽。”数棋社团的刘
清华说，自己对数棋特别钟爱，
平时只能利用课间和假期时间
和同学玩，对手也只能是邻居，

“现在可好了，对手到处都是，
水平也慢慢增长了。”

济阳街道中心小学

5588个个社社团团，，学学生生想想学学啥啥学学啥啥

12月2日下午，萃清小学举行了
数学说课比赛。老师们的整体说课
水平有所提高，老师们各出奇招以
求得到高分。老师们对说课的基本
内容和框架都掌握得比较好，而且
运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手段也很
高，课件设计都很适合课程内容，真
正做到了信息技术为教学服务，特
别是中青年教师，整体结构和设计
都非常好。 (刘燕)

第二实验小学：

学术助理
参加学术年会

11月30日在北京二中举行的中国
教育学会第二十七次学术年会上，微
论坛“深度课改与学本课堂”展示活
动中，第二实验小学范艺冉、李竞一
同学，作为学术小助理代表进行展
示。在展示活动中，两位小助理大方、
自信的表现，充分展现了第二实验小
学学生的风采，并且得到了与会领
导、老师的高度评价。 (张辉)

回河镇中心小学：

开展“快乐阅读”
好书伴我成长

为了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明
的校园文化氛围，加强学校文化建
设，树立学校“以人为本”的办学宗
旨，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回河镇中心
小学决定开展以班级为主的读书活
动，从而激发学生读书的兴趣，让课
外书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知识的大
门，丰富他们的知识，开阔他们的视
野，活跃他们的思维，陶冶他们的情
操，真正使他们体验到：好书伴我快
乐成长！ (孟玫)

瑜伽社团的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真练习。
本报记者 梁越 摄

众所周知，学生以学习为主，作业是达成课程与教学
目标、养成学习习惯的重要手段，更是学生学习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而抄袭作业的现象经常会在部分学生中出
现，家长和老师也想出各种办法对其进行教育。

文/片 本报记者 梁越

每天早晨学生交上作业后才能进教室。

志愿者将书包发放到学生手
中。 陈彬 摄

学生：作业太多做不完

近日，记者走访县城多所
中小学，并随机采访20余名中
小学生。学生均称抄袭作业现
象每个班都有，尤其是放假前
一天。“部分同学会在开学的前
一天，聚集在汉堡店内集中抄
袭作业。”初中生小王说。

11月30日正逢周末，上午9时
记者走访县城5家汉堡店。进入
店内，几乎所有的餐桌都被中小
学生所占据，纷纷在恶补作业。

“平日这个时间点店内基本无顾
客，而开学前一天这么早就有很
多学生。”某汉堡店员工说。

“我们假期作业太多了做
不完，2天时间5张试卷，放假谁

拿出这么长时间做作业啊！”初
中生小李说，平时在学校学习
很辛苦，假期就应好好放松一
下，这样开学才会有动力学习。
至于假期作业，则趁最后一天
假期随便做一下，考虑到老师
对假期作业要求稍低，选择题
则瞎编来应付。

此外，小李称，平时作业没
有什么新意，无非是写日记、练
字、做题。好多习题以前均做
过，对提高学习成绩没有实际
帮助，做题技巧都已经掌握了，
做这些纯属浪费时间，“还有个
别题目自己不会做，看看别人
的解题思路，自己也就会了”。

家长：抄袭作业如同慢性自杀

孩子抄袭作业现象，家长
是怎样看待的呢？记者随机采
访了 1 0名家长，他们均称抄
袭作业如同慢性自杀，不能
纵容孩子这样下去，应该极
力反对。

“平时孩子放学吃饱饭后
会到自己房间写作业，有一次
我给他送牛奶，结果发现他在
抄袭同学作业。”市民王女士
说，当时自己非常生气，立马批
评教育他要独自思考问题、完
成作业，不能依靠别人。从那之
后，她还会隔三差五检查孩子
的作业。

市民李先生称，对于偶然

抄作业的孩子而言，抄袭不会
造成很大影响。因为他们不会
把抄袭当成习惯，以后他们依
然会独立完成作业。就学习困
难的孩子而言，抄袭则意味着
他们将从此失去赶上别人的机
会。

“有抄袭习惯的孩子，都是
从偶然抄袭开始的，可能会从
一门功课的作业，蔓延至数
门。”李先生说，这样的孩子形
成习惯后，上课不专心，经常开
小差，对于问题也不去积极思
考。久而久之，就会在心理上形
成一种消极依赖的思想，影响
到升学等方面。

探究原因：学生自身的惰性

“我们平时在看作业时也
会发现几份作业雷同。”某中学
王老师说，主要集中于成绩中等
学生，优等生学习自觉，对自己
要求严格，作业都是独立完成。
而差生则是乱编或者干脆不
交，不会费工夫抄袭。

至于孩子抄袭作业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几位老师总结出
以下方面。最重要的是学生自
身的惰性，不肯动脑筋想问题，
见到作业头脑发胀，缺乏钻研
精神。其次为学生还具有恐惧
心理，“只要是老师没讲过的，
自己就没把握，觉得人家做得
总是对的。”王老师说。

此外，部分学生上课不专
心，不会的知识太多，日积月累
更多。但作业又必须上交，碰上
作业较多时，只能抄袭。加之现
在科技太发达，作业答案可经
过拍照后再通过QQ、微信、邮
件等网络方式进行传输，既方
便又省时。

还有部分学生称各科作业
太多，来不及做。“不得不承认，
老师为让学生牢固掌握知识，
布置的作业较多，在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学生抄袭。其中还有
一些学生因做作业效率太低，
导致做不完抄袭作业的。”王老
师说。

学校：交作业才允许进教室

针对学生抄袭作业现象，
部分学校也想出一些措施。“我
们学校要求学生早晨6点半之
后才能进校，班主任6点半就得
在班级门口盯着，每位学生到
校后得先交上作业后才允许进
教室。”济阳县第十中学校长助
理杨存杰说。

此外，学校为联合家长对
学生作业的监管，每位学生备
有专门的记作业小本。每天放
学前，学生将每门作业按顺序
记录下来，回家做完这些作业
后家长要每门进行检查，然后
签字，这样学生的作业才算最
终完成。

为避免学生自己代替家长
签字，学校每隔一段时间召开
家长会且展示作业。“家长一看
笔迹，便知道孩子有没有做手
脚。一旦发现问题，学校和家长
再进一步协商解决。在这种模
式下，大部分学生能独立完成
作业了。”杨存杰说。

同时，老师布置作业不能
超量，对于作业的观念得“有
效”，不能求数量多，所谓“水大
泡倒墙”，靠作业量大提升成绩
并不科学。而对于个别学习习
惯不太好，如贪玩或恶意不做
作业的学生，应区分情况给予
教育或者适当的惩戒。

教育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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