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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培训班，没有了考试，现在
连作业都减少了。以前放学回来第一句
话就是：‘先做作业，作业做好了再出去
玩。’现在看到孩子在学校也没有什么作
业，回家了还是没有什么作业，这样下去
成绩能好吗？”

以往的作业注重数量，强化学生对

知识的掌握，而现在的作业更加注重学

生能力的提升，综合素质的全面发展。

我们一线老师也力图在作业方式上进行

改进，避免机械、重复的抄写作业，多一

些实践性作业。

比如，本学期，我们五年级语文组集

体备课，设计的其中一个实践性作业就

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五年级上册第三单

元的单元主题是学习民间故事，在学《牛

郎织女（二）》一课时，我先指导学生梳理

故事主要情节，设计《牛郎织女》连环画

的基本内容，再以“男耕女织，幸福生活”

这个情节的创作为例，请学生结合课文

中描写的场景，讨论画面上可能出现哪

些景物，然后在示例的基础上，让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在课后完成其他情节的连

环画的构图与创作。最后被同学们投票

选出的优秀作品，还会在班级图书角进

行展示。

整个学习活动过程中，孩子们兴趣

盎然，也非常有成就感，自然非常喜欢这

样的作业。

现在孩子们基本上都能在学校完成

作业，课内知识已得到加强，家长其实无

需过多焦虑，因此，建议家长将家庭教育

的重心转移到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上

来。

在学习方面，家长可以提醒孩子复

习各学科学习内容，回顾一天所学；预习

即将要学习的新知识，在自己不懂的地

方做上记号；将第二天要用的学习用

品准备齐全，做好课前准备；制作

单元错题积累卡，进行查漏补缺。

时间更充裕的家长还可以

抽出时间开展亲子阅读，和

孩子共读一本书，一起讨

论、交流书中的内容，引

导孩子深入思考。在生

活方面，可以适度给孩

子安排一些家务劳动；

陪伴孩子进行体育锻

炼；加强孩子网络行为

的监管；督促孩子按时

睡觉，确保充足的睡眠。

“双减”政策落地以后，作为小学五年级的家长，

我最大的感受有两点：一是孩子的作业量虽然减少

了，完成作业的质量和效率却提升了。

每天，孩子在学校就能完成作业，老师批改完作业

后，及时将孩子当天的学情反馈给家长。我们回到家只

需要提醒孩子，根据老师反馈的学情，自己安排预习和复

习，以及查漏补缺。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孩子的作业减少后，亲子共处的时间增

多了。

以前放学后，我接到孩子，一边开车，一边让他在车上随便吃点

东西，像赶场一样跑去赶一个一个的补习班，一直到晚上8点半结束

才能回家。孩子回家以后也没有更多的时间用来阅读和锻炼，匆匆忙

忙洗漱完毕就上床睡觉了。

现在，只要时间允许，放学后，我会和孩子一起慢慢地走回家，两三公里

的路，你能感觉“牵一只蜗牛去散步”那样的慢时光。在陪着他走路回家的过

程中，我们偶尔会进行无目的的探索，去体会自己和世界的关联，城市的建筑设

计，周围的商铺业态，花园里花朵植物……都显示出坐在汽车中、匆匆赶路时看不

到的一面。

在这段慢时光中，孩子生命里的柔软、灵动、想象力被激发出来，大人工作上的疲

累也被一扫而光，可以说，这是一种双向生命滋养。

回到家后，我们会增加阅读时间，并选择一些公共性的话题进行探讨和探索。美国总

统大选、新冠疫情的近况，还有即将到来的冬季奥运会……顺着这些话题，我们会去查找资

料，带着孩子去做更多的主题探索，以这种探索式的方式激发孩子的问题意识和自主学习的

动力。

比如，孩子对冬季奥运会很感兴趣，我就会跟他聊冬奥会的来历，各个运动场馆的打造，

以及怎么将我们中国文化元素融入到冬奥会的各种设计里。我们还会一起去抢购冬奥会的

纪念币，一起竞猜中国会在哪些运动项目上获奖……通过这些话题，孩子的眼界不再局限于

校园之内，去看看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学习兴趣，包括问题意识被激发了，自主学习的动力也被唤

醒了。所以，作业的减少，我认为是从某种层面上告诉家长，你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认

真思考、设计如何高质量地陪伴孩子。

“双减·大家谈”家校共育篇开讲——

双向奔赴 双减“同行”
■记者 张文博

今年7月，国家出台“双减”政策，政策一经出台，就引发了家长
们持续的关注和热议。很多家长表示欢迎，认为“双减”的落地恰逢
其时，有望缓解“鸡娃”焦虑；但也有不少家长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和
担忧，“双减”之后，是选择“躺平”还是继续“鸡娃”？“双减”是新的
机遇还是新的焦虑？能改变那些厌学退缩、迷恋手机、和家人
关系紧张的孩子吗？能改善同学关系、师生关系的不融洽
吗？能减轻孩子的心理压力吗？

针对这些焦虑和问题，12月9日，四川省教育融媒
体中心联合成都市教育局举行“‘双减’大家谈”主题
沙龙活动，围绕家校共育，邀请了家庭教育专家、中
小学校长、班主任老师和家长代表来谈一谈，“双
减”政策后给家长和学生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以及怎样去应对，让孩子从小有幸福的童
年，长大有幸福的一生。

“现在大部分家长忙于工
作，辅导孩子时间几乎没有，或者

说辅导孩子的能力不够，遇到孩子
成绩不好只能送培训班。‘双减’把培

训班都减没了，孩子不补习，成绩提不
上去，怎么办？”

国家推行的“双减”政策，并不是把校

外培训机构一窝端，“双减”背景下，国家层面

加强了对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注重发挥学校

教育主阵地的作用，让孩子全面的、可持续的

健康发展。

从校外培训的类型来讲，一类是学科类培

训，一类是非学科类培训。比如，篮球、游泳、

绘画等素养类培训，为家长们提供了更多元的

选择。今天的话题更多的是聚焦和指向学科

类培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补习，也被称为

影子教育。

我们学校曾经做过一次调查，“双减”之

前，我校学生的学科类培训比例随着年级的

升高逐年上升。到五六年级，学科类培训的

比例超过50%；“双减”之后，学科类培训比

例随着年级的升高逐年上升的趋势没有变，

但是学生参加学科类培训的科目减少了，时

间减少了，有的学生没有培训班了，学科类

培训总体下降了30%。这些时间用于亲子共

处、运动阅读、劳动实践上都是有意思、有

意义、有可能的。

孩子的学科补习越多，成绩就越好吗？

答案是否定的，根据一些数据表明，我们发

现学科类培训和孩子的学业之间关系其实是

比较模糊和复杂的。换句话讲，就是学科类

的补习和孩子的学业表现，不一定成稳定的

相关关系。有可能培训占用的时间越多，孩

子的积极性越差；尤其是“题海战术”式的

补习来提升成绩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甚至

无效或者适得其反。

有的父母说只要有中考和高考还在，孩子

的学科类培训就是刚需，因为分数是很重要

的。

我们换一句话来问，如果分数是刚需，那

么，孩子的身心健康是不是刚需？孩子的健

全人格是不是刚需？孩子的正确价值观是

不是刚需？我认为这些刚需其实远远超

过分数本身。

因此，在“双减”背景下，比

补习更重要的，是健康的身心、

良好的习惯、自觉自律、以及

良好的亲子关系和家庭教

育，这也对家长的养育方

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考试减少了，也没有排名，孩子处在班里什么
水平？每隔一段时间成绩有没有退步或进步？作
为家长，我对此心里没底，我要是想了解孩子的学
习水平，除了给他买一套试卷来做，还有什么更好
的办法？”

第一，考试过于频繁容易导致学生和家长焦

虑，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应该摆在第一位，因此，考试

次数必须减少；第二，对于中学来讲，“双减”不是减

掉考试，只是次数减少了，这有利于学生将注意力

从分数转移到学习本身的快乐上；第三，除了考试，

家长其实有很多种方法了解孩子阶段性学习情

况。比如，我们可以借助中医的“望闻问切”来了解

孩子，而不是只有通过考试的渠道。

“望”——孩子回到家以后，我们看看孩子的状

态，如果这一段时间孩子不说话，闷闷不乐，精气神

不佳，那他的学习状态一定有问题，需要我们家长

介入。

“闻”——从孩子讲的很多事情当中，我们可以

抓到很多细节。如果这段时间讲的是游戏或者是

怎么玩，那说明孩子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学习上；如

果孩子讲的是学科中遇到的问题，从中就能了解他

的学习状况。

“问”——有时候孩子不讲怎么办？在聊天当

中，我们可以问一下孩子，这个学科怎么样？那个

学科喜不喜欢？那个老师怎么样？旁敲侧击，多种

方式，一定能够问出个“一二三”来。问，还可以问

老师，家长应该跟老师密切联系，从老师那里全面

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

“切”——就是查阅学习的过程记录，看孩子有

没有纠错，听写是否过关，作业正确率高不高。甚

至课本的磨损情况都能反应出问题，如果孩子经常

使用课本，它的磨损就比较严重；如果课本是新的，

很明显这段时间孩子的心思没有放在学习上。很

多细节都能反应孩子的学习情况，并非只有考试才

可以。

关于考试，孩子们经常爱说一句话：“这次考试

没有考好。”究竟是没有考好还是没有学好？我想

主要是没有学好，过程决定结果。如果孩子一

段时间静不下心来写作业，注意力总是不集

中，家长应该马上指出来，和孩子一起调

整。“双减”背景下，需要家长更多陪伴孩

子的成长，这是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我

们应该更加注重学习的过程，过程

好了，结果一定会好。

慢时光里的
亲子陪伴

成都市成华小学五（6）班班主任 罗倩

成都市东城根街小学校长 赖晗梅

双减聚焦 落地
大家谈

问题一问题一：：培训班没有了怎么办培训班没有了怎么办？？

问题二问题二：：考试减少了怎么办考试减少了怎么办？？

问题三问题三：：作业减少了怎么办作业减少了怎么办？？

刘磊 摄

家 长
分 享

（小学家长代表 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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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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