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不留留作作业业，，有有家家长长反反倒倒不不安安了了
开学报到日减负新规惹争议，老师称不留书面作业不代表没作业

“取消书面作业，这也太
夸张了吧？”9月1日，在省城甸
柳第一小学门前，送孩子到学
校报到的梁女士听到取消家
庭书面作业有些惊讶，“放学
后那么长时间，孩子干啥去
呀？”不留书面作业的消息在
家长中传开后，立刻被理解为
孩子放学后“彻底自由了”。

对于这个消息，省城纬三

路小学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王
静也觉得很意外，当她得知这
仅是征求意见稿时，才松了口
气。她说，从2004年素质教育
开始，教育部门就要求对一、
二年级的小学生不留书面作
业，但对于高年级要求不留作
业还是第一次。

“但不留书面家庭作业，
不等于没有作业。”新世界小

学班主任张广玲说，现在中高
年级小学生，每堂课后都有老
师布置的课后作业，学生可以
在课间或在校其它时间内完
成，已经不需占用回家时间。
另外，课后也并非没有作业。

“比如预习外语单词、课文、课
后阅读等等，这些都不算书面
作业，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的。”

又到开学时，教育部门的减负规定却让家长们不安。作业可以说不写就不写，但是各种
升学考试能说取消就取消么？面对升学的压力，家长们只好放弃“快乐教育”。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尹明亮

2日是省城大多中小学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孩子们放学后是否可以不用动笔写作业？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8月29日，教育部推出《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后引发争议，一些家长担心此举会影响学生对知识的掌
握，更可能加重学生在课上和业余时间的负担。有关专家认为，“一刀切”地为学生减负，应该充分考虑到孩子的个
体差异和教育水平的不均。

采访中，有家长认为，不
留书面作业是好事，有助于学
生合理地分配学习和其它的
时间。山师附小一位新生家长
杨女士告诉记者，她很欢迎小
学不留作业。“我认为孩子的
学习能力很重要，知识随时都
可以补充。”杨女士说，只要老师
在课堂上提高教学质量，小孩
子抓住课上时间学习和消化知
识，放学就可以自由支配时间，
这会让孩子学习不拖沓，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而此次《十条
规定》中也提到，“在确保安全
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安排学

生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
馆等社会设施，组织参加力所
能及的手工劳动、农业劳动。
还规定每天要锻炼一小时。”

不过，不少家长却对此持相
反意见。一位家长担心，小学生
本来自控能力就差，如果再没有
一些作业温习和“约束”，恐怕学
到的知识就都忘干净了。这一点
一些小学教师也比较认同。张广
玲老师认为，古代学习知识就有

“温故而知新”的说法，小学新生
如果不进行有效的温习，上课学
到的知识就很难巩固。如今放学
时间没有利用在学习上，也无助

于好的学习习惯的养成。
济南十二中校长杨江红告

诉记者，家长们的担心也是有
一定道理的，“小学阶段最重要
的是打好基础，培养一个好的
学习习惯。”杨江红说，走进初
中后，学生的差距也会变大，

“适当留一些书面作业，其实在
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方面也是
有必要的。”

而王静认为，减负是没错
的，但“一刀切”地不再布置课
后书面作业，是不是过度让孩
子减负，硬性规定孩子们课后
不学习，这一点也值得商榷。

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
作业，并没有给小学生更多的
自由空间。新世界小学教务主
任包老师坦言，他发现如今的
孩子们经常遇到“校内减，校
外加”的困境。在山师附小门
口，即将读三年级的小叶昕对
取消家庭作业的消息并没有
丝毫的开心，“没了作业还不
如有作业呢，没作业了还得写
毛笔字、练画画。”但一些老师
则表示，课外新加入的英语、
奥数、作文学习其实和义务教
育无关，更不该算作“负担”。

但对于这个消息，不少家

长认为，这是学校把教育责任
从学校转嫁到了家长身上，一
家长说，孩子一开学，自己更
累了。记者了解到，现在不少
家长都加入了班主任设立的
QQ群或者飞信群，班主任一
个“群发”，家长们就开始监督
学生写作业。如今，这一责任
从班主任完全转移到了家长
身上，家长只能给孩子报更多
辅导班来应对孩子放学后的
学习“真空”，“一科一辅基本
不可能，现在哪个孩子的教辅
书不是家长买的占多数？”张
女士说。不过，也有家长表示

赞同，“既然课业负担都减少
了，何必再去报辅导班？”一家
长认为，如果课堂上老师能够
负责任地教学，孩子的学习其
实不必“回炉加工”。

“这确实是一个挑战，这
要求老师在课堂上给孩子温
习旧知识，了解新知识，一
气呵成。”王静坦言，这其实
在时间上非常紧张，存在个
体差异的孩子在课堂上学
习 也 会 比 较 吃 力 。王 静 担
心，在教育水平还达不到这
一要求的学校，学生的学习质
量可能不达标。

放学后那么长时间干吗去？

“温故而知新”怎会是负担？

孩子个体有差异，凭啥“一刀切”？

本报济南9月1日讯 (记者
李钢) 1日晚8点，“开学第一课”
如约开课，今年的“第一课”聚焦

“梦想”主题，整堂课共分为“有梦
就有动力”“有梦就要坚持”“有梦
就能出彩”三节。我省不少学生看
后都表示深受鼓舞，自己也插上
了梦想的翅膀，但也有老师指出，
学校甚至是班级应开展有针对性
的“第一课”。

1日晚8点，即将踏入初中的
李斯然与他的母亲，和全国众多
中小学生一样，准时坐在了电视
机前，收看由教育部和中央电视
台联合推出的“开学第一课”。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是
“梦想”，整台晚会模拟孩子们的
课堂，分为三堂与梦想紧密相连
的主题课：“有梦就有动力”“有梦
就要坚持”“有梦就能出彩”。

第一堂课中，女航天员“太空
教师”王亚平向中小学生们讲述
自己十年前在电视机前看到杨利
伟首飞时萌发的“飞天梦”；十年
后，自己成为中国第二位女航天
员。第二堂课中，“最美舞者”廖智
讲述了自己在地震中不幸失去孩
子和双腿后依然坚持梦想的故
事。第三堂课中，曾被誉为“钢琴
神童”的郎朗讲述了梦想坚持背
后的艰辛。通过许多人坚持梦想
的故事，让孩子们体会到了梦想
的可贵。

“看了他们的故事，我深受感
动和鼓舞，我也要树立自己的梦
想并坚持下去。”李斯然说，他的
梦想就是当一名人民警察。“好几
年了，这个节目挺好的，这几年，
几乎每年都和孩子看。”李斯然的
母亲孙女士说，让孩子观看今年
的第一课就是为了让孩子有自己
的梦想。

但也有老师对“开学第一课”
的作用有点担心。一位邓老师表
示，每个阶段的中小学生都有不
同的特点，甚至每个班级都可能
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第
一课应具有针对性，只有这样，学
生的参与积极性才会更高，接受
起来才会更快，效果也才会更好。

“开学第一课”
让孩子有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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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没了，家长反而担
心孩子的成绩。“取消了作业
能取消考试吗？”虽然《十条
规定》要求施行等级评价，取
消百分制并减少考试次数，
但许多学生家长并不领情。
学生家长杨女士说，虽说如
今推广素质教育，但说到底
还是要靠成绩说话。另一位
家长则坦言，“孩子的成绩上
不去，啥都是白搭，虽然小升
初不用考试，但现在打不好
基础，以后升高中临时抱佛
脚就来不及了。”

这一点，济南三十中校
长陈树洪也表示理解，“政策
的初衷是发展素质教育，但
目前相应的评价体系并不完
备，尤其是到了升高中的时
候，决定孩子命运的往往还
是成绩。”陈树洪说，在目前
的教育体系下，从小学开始
便是一整套的知识系统，前
面是后面的基础，所以为了
应对未来的中考、高考，即使
没有家庭作业，也难保家长
不会自己寻求其他途径增加
学生的负担。

不过，山东省教育厅一
位工作人员则认为，至少在
义务教育阶段，我省中考已经
实行了“指标生”政策，特别是
济南市，未来学生参加中考只
是校内竞争，这一点已经大大
降低了竞争门槛，因此即使小
学生不留书面作业了，家长们
也不必过度担心孩子因此而
输在“起跑线”上。
本报记者 张榕博 尹明亮

作业不写了

考试能取消么

新闻分析

1日，在青岛洮南路小学，一些高年级学生领新书、打扫教室，校园内一片忙碌的景象。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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