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闻有家长不愿意管孩子的作

业，电子科大附小的家长张译文爸爸

有些惊讶。“作为家长，我觉得看看孩

子的作业，能知道他现在学了些什

么，也能多了解他。”张译文现在读四

年级，一年之前，爱好英语的爸妈在

家里建起了一个英语角，拉女儿一同

参加。

为了培养女儿“张开嘴”的兴趣，

爸爸妈妈会去了解张译文最近学了

什么，然后在英语角里聊一聊与之相

关的话题，让她多参与对话。每天学

校布置的作业，就是一个话题更新最

及时的途径。

张译文的成绩还不错，所以课后

延时服务报了排球兴趣班。“趁着有

同学和场地，就当玩了，还能锻炼锻

炼身体。”张爸爸说。不过放学回来

做作业，基本上要做到将近晚上 10
点。为了保证张译文的睡眠，同时，

也为了培养她的责任感，张爸爸跟女

儿约定：不论作业有没有完成，到了

10点，就必须准备睡觉了。之前有过

一两次因为拖拖拉拉，到点了张译文

也没做完，结果当然是被老师批评

了。从那以后，为了不被老师批评，

张译文会努力按时完成作业。

“现在老师好累嘛，一个人要管

50 多个娃娃，作为家长，对孩子的学

习多上点心，也算是帮老师分担压力

了，最重要的还是为了娃娃好。”张爸

爸说，女儿学习起来很认真，有时候

还需要父母“骗”她出去玩。为了让

她有时间玩、玩得安心，张爸爸会帮

她把周末的作业梳理一遍，分清主次

和难易，把各个任务合理分配到周末

的各时间段里去。

家长王晗的观点与张译文爸爸

类似。王晗的孩子还在上幼儿园，老

师教小朋友们做手工，找材料的任务

自然就落到了家长身上。“低幼阶段

是建立学习态度和习惯的关键时候，

家长的帮助是必要的。”王晗自己也

是一名小学教师，然而，她班上孩子

的家长，大多数没有张译文爸爸这样

教育孩子的能力。

王晗任教的小学，学生家长大多

是外来务工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家庭

教育很难与学校搞好配合。“有的家

长，连孩子今天有没有作业，做没做完

作业都不知道。”王晗说，有些家长不

理解老师、学校的要求，因此产生了一

些误会，“有的孩子在学校把作业做完

了，家长说作业布置得太少了，老师不

负责任。”对于这种情况，王晗只能尽

量给家长解释清楚，消除误会。

■ 记者 梁童童

下午五点过七分，结束了与家长的谈

话，李雨珊又匆匆赶往教室，“还有几个号

没销。”所谓“销号”，是老师对学生作业的

二次订正。如果学生当天上交的作业完

成的情况不够好，她就会在名册上将其

“标号”，单独进行指导，直到问题解决。

李雨珊是去年 9 月才来到成都七中

育才学校的新手老师，如何授课、设计作

业、与家长沟通，要学习的还有很多。注

重作业的层次和设计，是李雨珊在每次课

题组会的时候能够感受到的。每一课的

作业，课题组都会制定出一个全年级统一

的框架，各个老师再根据所教班级的具体

情况作出微调。比如，今天的三项作业是：

复习刚学的《陋室铭》的字词，背诵全文，学

习明天作文课的材料单。基础、拓展、复

习、预习，都有涵盖，“然后，明天早上的早

读课，就可以再安排一次今天生字词的听

写。”除去日常作业，语文科目所配的练习

册，分为AB两种试卷，前者重基础，后者重

拓展。等一学期的新课结束，进入复习阶

段，老师会根据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指导

他们着重复习A卷或是B卷。

“年级课题组统一制定+老师因材调

整”这样的作业模式，并不止七中育才一

所学校在实施。锦江外国语小学副校长

李黎谈到，采用这样的作业模式，是发挥

集体的智慧设计出高质量的作业，弥补了

新老师的经验不足；不仅如此，经过老师

们的讨论、实验，作业的难度、可操作性、

完成时长都能得到把控，这样的作业是

“有效”的，能够很好地推进教学。

“现在的作业量，基本上控制在孩子

们在校就能完成的程度。”锦外五年级教

师王姝玉说，“但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我们

会进行差异化处理。”有的孩子作业做得

快，在延时服务之前就全部做好了，王姝

玉会推荐他加一点拓展性的练习；有的孩

子做完了，不过正确率不高，她就会指导

孩子订正错误，加强基础的巩固；有的孩

子做得慢、或是先后顺序出现问题，剩了

些“尾巴”带回家，都属于正常情况。

小学阶段的学习，除了建立学科知识

的基础体系，还涉及到学习习惯的培养，

后者是需要家长配合的。王姝玉鼓励学

生每天在家进行 20 至 30 分钟的课外阅

读，为了培养孩子的专注力，这个期间，家

长最好不要去打扰，书桌上也不要摆放杂

物。

“教育部提出的要求，实际上也是我

们一直在践行的。完成作业的主体是孩

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不是说家长跟作业

毫无关系。处理好对待作业的态度、完成

作业的节奏，还有帮助孩子面对成长中的

其他挑战，都需要家长发挥出作为‘第一

任老师’的强大力量。”王姝玉说。

对网上一些教师所诉的“苦”，王晗

深有同感。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班主

任工作，还有各种评优比赛、教研课题、

公开课、培训等等。批改作业亲力亲为

是最基本的，校长为了让老师们引起重

视，还不定期会到办公室抽查作业本，细

到二次订正的结果也在范围内。“我们学

校正处于成长期，对于刚入职的班主任

老师来说，工作确实很繁重、很累。”

成都市青羊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科

研室主任李萍，从所接受的诸多咨询中

了解到，的确存在部分老师要求家长检

查、批改作业的情况。“现在的老师，

做的工作比几十年前要繁杂很多，但这

不能成为让家长批改作业的理由。并

且，学校和社会也一直在为老师减

负。”李萍谈到，老师工作的种类和量

是否合适，需要老师和学校不断沟通和

磨合。一方面，学校在给老师安排工作

的时候，应考虑老师的情况，尽量不派

发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如果确有必

要，也应征求老师的意见；另一方面，

老师要主动与学校沟通，及时反映真实

情况，方便学校作出调整。所谓“工作

多”，“多”的应该指的是与教育教学无

关的部分，如果它在本职工作内，那么

它就是工作，无所谓多少。

“作业是教育教学的重要环节，作业

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

作业管理，让作业‘提质增效’，作业设计

是关键。”李萍说，“对于作业的机械性和

重复性，要灵活理解，不是只要是重复

的，就是机械的。”低幼阶段，对于生字词

的掌握，重复记忆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但

老师可以发挥创意，用灵活和有趣的，能

够与生活发生联系的方式，把难以掌握

的“硬”知识教给孩子。

在作业管理中，家长一定要认清自

己的定位。李萍建议：“单从作业来说，

家长要做的是为孩子创造学习的环境，

培养学习态度，至于具体怎么学，家长不

应该去打扰孩子。”

采访中，李雨珊提到一个让自己印

象深刻的家长，这位家长会在孩子的每

一次作业后写上类似这样的评语：“今

天的作业，晓阳用时合理，完成度很

高，值得表扬哦！”“这次晓阳的书写有

点潦草，下次要注意。不过在规定时间

里完成了，还是不错的。”除了鼓励孩

子，还有感谢老师的话，李雨珊每次批

改到周晓阳同学的作业，心里就会觉得

暖暖的。

“说到底，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

教育，都是护航孩子成长的‘双翼’，孩子

才是主体。”李萍说，既然是“双翼”，那么

任何一方过大、过小都是不行的。最理

想的状态就是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学

校、老师要积极与家长沟通，家长也要明

白，你是孩子生活的老师，不应该把家变

成另一个学堂，你也不是老师的助教。”

““统一统一++分层分层””作业的尝试作业的尝试 要求是老师的要求是老师的，，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

老师和家长各司其职老师和家长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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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作业质量提高作业质量、、分学段管理家庭作业分学段管理家庭作业、、小学生家庭作业不出校园小学生家庭作业不出校园

……从今年初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最近的两会……从今年初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到最近的两会，“，“作业作业””不断被提不断被提

及及，，引发了广泛讨论引发了广泛讨论。。

近日近日，，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发布会上表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在发布会上表示，，要着力强化学生作业要着力强化学生作业

管理管理，，鼓励布置分层次作业鼓励布置分层次作业、、个性化作业个性化作业，，注重作业设计注重作业设计，，坚决克服机坚决克服机

械械、、无效作业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惩罚性作业。。同时指出同时指出，，任课教师要认真任课教师要认真

批改作业批改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求家长检查不得要求家长检查、、批改批改

作业作业。。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推动课后服务全覆盖，，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作业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作业。。

许多家长抱怨家庭作业变成了许多家长抱怨家庭作业变成了““家长作业家长作业”，”，不仅要检查不仅要检查、、批改批改，，甚甚

至有的需要家长亲力亲为至有的需要家长亲力亲为；；也有很多为老师也有很多为老师““叫苦叫苦””的声音的声音，，说除了教说除了教

学还有许多杂事要做学还有许多杂事要做，，根本忙不过来根本忙不过来。。老师的时间都去哪了老师的时间都去哪了？？作业是作业是

学校的事学校的事，，与家长没有关系与家长没有关系？？什么样的作业是分层的什么样的作业是分层的、、个性化的个性化的？？带带

着这些疑问着这些疑问，，我们分别采访了老师我们分别采访了老师、、校长校长、、家长和专家家长和专家，，让我们来听听让我们来听听

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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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强化学生作业管理——

孩子轻装上阵才能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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