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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平衡好孩子作业和

休息时间，关键在于提高完

成作业的效率。成都市龙潭

小学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PBL项目式课程教研组长魏

迪结合自己的教学教研经

验，为学生们提出以下建议。

做好作业的第一步，是

提前做好作业计划。首先，动

笔记下当天的作业，再根据作

业情况进行分类。可按照难

易程度进行分类，也可按照学

科进行分类，总之，心中要对

作业有全面的掌握，避免遗忘

作业。其次，做作业前调整好

状态。可以提前满足喝水吃

饭等生理需求，避免在做作业

的时候进行其他事宜，打乱做

作业的节奏，分散注意力。同

时还要准备好当天完成作业

所需的学习工具，如作图工

具、教科书等，避免来回翻找，

浪费时间。

第二步是要合理规划时

间。比如，限定自己在15分

钟内完成单项作业，一旦时

间到了就停下来，观察自己

没有完成的题目是因为不会

做，还是会做但没有时间完

成。如果是会做，但由于前

面思考时间太久没有时间，

这时就应该提醒自己，下次

完成作业时要提前完成简单

的作业，将比较困难的作业

留在后面去攻克；如果剩下

的作业都是不会做的，可先

放置在一边，去完成其他作

业。千万不要在这时寻求帮

助，不会的题最后放在一起，

稍后集中解决。

利用碎片时间同样十分

关键。魏迪认为，学生的课

间、午休、自习等碎片化时间

其实也是可以利用起来的。

动作较慢的孩子可以将简单

的作业安排在碎片化时间完

成，这样在延时课前已经完

成了大部分作业，就能在延

时课时全力思考比较难的作

业，或在这时请教老师，轻松

解决难题。

写作业时先难后易，是

提高效率的“小窍门”。魏迪

建议，在进行作业分类时，可

以优先完成较难的作业。在

学校可以和老师、同学充分交

流，在思考和讨论中获得解决

的办法，当把难以完成的作业

处理后，剩下比较轻松的作业

就能提高完成作业的信心。

第三步是及时复述知识

要点。学生可以尝试关书复

述当天学习的知识，如果不

看书就能复述所有知识要

点，说明这些知识要点已经

在学生心中留下了深刻印

象，那些无法复述的，也许就

是需要进一步复习的。通过

这个过程，学生能清晰了解

自己的学习情况，并及时复

习，复习后再完成作业，效率

也会大大提高。

七 谈日 ■ 马晓冰

前段时间，一则“女孩被老板

误会没付款回家哭诉”的新闻登

上了热搜。视频中，一个小女孩

声音颤抖地向妈妈哭诉：“旁边的

爷爷都说了（我）给过钱了，为什

么他就是不相信我……”原来，长

沙市市民肖女士的女儿放学后在

校门口买了一串炸串，用的是电

话手表付款，老板却说她没给钱，

手表上没有支付记录的孩子无法

当场自证，被当作“小偷”委屈地

回到家。

看着伤心的女儿和手上的炸

串，肖女士没有大事化小，小事化

了安慰女儿吃了算了，也没有站

在老板的立场向女儿解释，而是

当即表明对女儿的相信，带着炸

串和支付记录找到老板对质，查

看监控，还了女儿清白。

事件以“老板没有道歉，只是

说忙不赢”结尾，肖女士也没有再

多做争执，表明女儿的情绪自己

会好好安抚，据理力争后体面离

场，丝毫没有得理不饶人，可谓是

大人出面帮孩子“维权”的典范，

值得家长、老师参考学习。

“炸串”的价值虽小，女儿的

名誉事大。肖女士没有以成人视

角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站

在孩子的角度思考，这样的误会

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孩子的自

尊心很强，我也怕这件事对她造

成心理阴影。”把对孩子的影响放

在事情大小之前，肖女士第一时

间维护了女儿的自尊。

从维权的角度来看，名誉权

是人格权，人人生而有之，未成年

人同样依法享有，并应被优先保

护。

炸串老板在没有证据的情况

下将女孩视作小偷，已经构成对

未成年人名誉权的侵犯。拥有更

大话语权的成人看似可以轻易质

疑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孩子，但

法律却不会因此偏袒大人。即使

肖女士的女儿没有和她一起出面

维权，母亲有理有据“讨回公道”

的做法，也已经给孩子做好了榜

样：无论年龄、性别、权力强弱，事

实面前无需多言，该为自己争取

的权益一点也不能少。

此外，理解孩子的同时也理

解他人，事理说明便不做纠缠，也

是肖女士在事件处理中值得学习

的地方。

新闻曝光后，许多网友都在为

小女孩鸣不平，想出了各种招数

“整治”这个冤枉小孩还不道歉的

“低素质”老板，甚至建议肖女士向

其索要精神赔偿。冷静视之，爱孩

子、维护孩子、力挺孩子固然是为

人父母应有的担当，但因为孩子受

了委屈就无限放大对方的恶意，甚

或投以报复心理，要出一口恶气的

做法是否也有失考量？

在笔者看来，肖女士的做法

之所以能被视作榜样，不仅是她

毫不犹豫地给予孩子安全感，更

在于她以一种客观、理性的态度

终止了伤害的循环、恶意的发

酵。女儿的委屈、难过即便没有

得到伤害她的人的共情与道歉，

但同样没有转嫁成另一种难堪、

报复奉还给别人。

希望新闻中哭泣的小女孩，

最终能等到炸串老板的一句道

歉。这对老板来说，也许只是一

分钟的事，但对小女孩来说，却或

许是打开心结、治愈心灵的一个

关键。

钱小事大，榜样妈妈捍卫女儿名誉权

为帮助家长增强亲子沟通和家庭教育

能力，《教育导报·家教周刊》联合新华文轩

“优学优教”公众号推出“父母‘家’油站”栏

目，邀请家庭教育专家、名师名校长做客访

谈，对家庭教育中的疑难杂症进行解答，帮

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观念、掌握实

用的家庭教育技能。

本期专家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南区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金艳

小学阶段家庭教育的重点是什
么？

在我20多年的教育经历中，我觉得小

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孩子从6岁进

入学校，到12岁结束小学生涯，他的性格、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基本上已经定型，而

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紧

密地配合，无缝地衔接，去支持、助力到每个

孩子个性化的自信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对家庭而言，一定要在小学阶

段，甚至包括学前阶段重视孩子的习惯养

成和基本品质的培养。习惯的养成，比如

基本的生活习惯，生活上独立的意识。在

这个阶段，尤其在小学一二年级时，家长要

逐渐从“抱着”做到“放手”。让孩子自己

去做，培养孩子的独立生活的意识。

在此基础上，可以培养孩子的意志品

质，比如基本的责任担当、人际交往的礼貌

礼节和做人的基本良善，我觉得都可以在

“家风”中去跟孩子交流。家长需要在指

导、督促孩子慢慢做到的过程中，看到孩子

一点一滴的成长变化，及时给予他鼓励、支

持和帮助，让他明白成长虽然是个人的事

情，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和学校都会

陪伴着他共同成长。

父母如何用家风、校风促进孩子
成长？

我们一直提倡“小小我，日日新”，我们

期待孩子记住三个符号，它们也代表着学

校对于孩子成长的三种期待。

第一个符号是温度、摄氏度，这个符号

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做一个温暖的人；第二

个符号是问号，希望孩子们能够保持好奇

心和探究欲，拥有审辩的思维；第三个符号

是百分号，就是我们的合作，每一个“他”都

很重要，要学会去欣赏他人，学会寻求他人

帮助、助力。

这三个符号的引领，其实跟家庭教育

有着非常大的关联度。家长朋友们也需要

知晓学校的育人目标和价值诉求。在此基

础之上，可以将学校教育和我们的家庭教

育进行有效的对接，形成家校合一、共育的

力量，也让孩子在和外界的相处、和家庭的

相处以及和学校的相处过程当中，感觉到

我们对于他们的诉求，对于他们的期望是

一脉相承的。在这样非常和谐顺畅关系当

中，孩子才不会感觉到割裂。

我们做教育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

就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对孩子的诉求是

完全两条线，这在现实生活当中是存在的，

而在这种割裂当中最痛苦的人就是我们的

孩子。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家庭教育要了解学

校学办学目标和价值诉求，同时，我们的学

校教育也要去开展一些活动，比如家风传

承，家谱修炼等等，去了解个体家庭的价值

诉求，形成家校社多方协同，孩子在这样的

环境中，在一个大的价值诉求的统领之下，

他能够感受到这种和谐的、静默的力量在支

持他成长。这一点对于小学生非常重要，所

以，我们非常重视家校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更多精彩内容请
关注《教育导报》视频
号）

据媒体报道，江苏省常州市某小学近日发出通知，宣布为保障学生充分的休息时间（10小时睡眠），春季学期学校将严格控

制作业总量与时间，启用9点“熔断”机制。即超过晚上9点，采取无条件停止做作业的措施，未完成作业的第二天也不用补做。

该新闻一经报道便引起热议，在这场关于课堂作业减负的改革实践中，有人拍手叫好：孩子按时休息终于能得到“强制性”保障；

也有人忧心忡忡：孩子的“拖延症”会不会更严重？作业量不够是否会影响学习成绩和学习质量？实际上，“冲上热搜”的并不是“作

业熔断机制”本身，如何让课堂作业“提质增效”，才是眼下学生和家长更关注的话题。

“““作业熔断作业熔断作业熔断机制机制机制”””
能解决孩子的能解决孩子的能解决孩子的“““困境困境困境”””吗吗吗？？？

■ 本报记者 张玥

据记者了解，部分家长

仍然抱有“作业越多，对提高

学习质量帮助越大”的看

法。即便很多孩子可以在学

校、在9点前完成作业，家长

仍然会认为“写到深夜”是一

件对学习有益的事。

那么，作业真的是越多

越好吗？拥有近 30 年从教

经验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李

彩霞表达了自己对“家庭作

业”的见解。

首先，布置家庭作业的

目的，是为了检验和巩固知

识。很多学生在课堂上存在

“耳朵学会，但脑子没学会”的

问题。“这种情况反映出学生

并没有将知识内化，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以然。”李彩霞说。

这就需要学生通过做作业检

验学习过程中对不同知识的

理解程度。发现不足，巩固已

经掌握的内容，并在这一过程

中启发独立思考能力。

其次，作业还起到了解

学生学情、督促学生养成良

好学习习惯的作用。

“对大多数学生而言，需

要通过布置的作业，来督促

他们掌握自主学习的能力。

以前作业多是因为大多数人

迷信量变才能实现质变，但

量的积累应该是日积月累，

而不是一蹴而就。”李彩霞建

议，倘若不放心孩子是否能

通过较少的作业量掌握知

识，那么家长可以重点检查

孩子作业的质量，而非数量。

此外，李彩霞谈到，在她

过往的教学经历中，不少学

生曾出现因为某个学科作业

量过多，便对学习怀有排斥

心理，甚至破罐破摔，干脆不

写作业的情况，挫伤对学习

的兴趣。“家长应该让孩子感

受到学习是一个轻松享受的

过程，‘作业熔断机制’其实

也有着一层目的，学习好不

是靠废寝忘食才能实现。”李

彩霞说。

如果一味地追求作业量

的加大，忽略学生完成作业

过程的这些体验，成为了一

种负担，也没有时间去进行

思考，疲于应付繁冗的作业，

就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也

就失去了布置作业的真正意

义，当然也无法实现布置作

业的真正目的。

事实上，家长过分迷信

多做作业才能提高成绩，是

将成年人的焦虑情绪转移到

孩子的学习过程中。纵观那

些从小到大学习成绩优异的

学生，绝大多数是将课堂作

为掌握知识的主阵地，而非

通过大量重复机械的课后练

习。因此，面对孩子日益减

少的作业量，家长应该保持

平和的心理状态，正确认识

家庭作业的目的，切勿过分

“鸡娃”。

“作业熔断机制，实际上是一个儿童的

保护机制。”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专家

孙云晓表示，对待儿童的问题，有一个基本

原则，就是尊重，他们的成长规律需要得到

尊重和保护。

孙云晓称，孩子的身体健康有三要素，

第一是睡眠，其次为饮食、运动。国家规定，

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应达到 10 小时，初

中生为9小时，高中生为8小时。“这是一个

对未成年人健康很关键的因素，但多年来难

以保证。”

保证孩子能够得到充足的休息，这是高

质量完成学业的前提，也是提高学习质量的先

决条件。因此，判断“作业熔断机制”利害的标

准，应该以促进孩子学习实现“提质”为前提。

具体而言，根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

育财政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孟久的观

点，完不成作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作业量过

多、过难；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学生存在拖延、

效率低、学习能力较差等个人问题。

在“作业熔断机制”下，平日学习效率较

低、爱拖延的学生，有可能利用“作业熔断机

制”的“漏洞”，故意把作业拖到第二天，以便

不补作业，长此以往，学业表现就会出现落

后的情况。针对这种情况，父母应该加强对

孩子作业的督促检查，保证孩子能够在规定

时间内提高学习效率。

同时，我们还需将学校所提供的课后服

务和作业管理统筹考虑。“双减”政策要求各

地学校所开展的课后服务能让学生在校内

完成大部分作业，且教师对不同学情的学生

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如果孩子在参加了

课后服务后回家仍然难以在 9 点前完成作

业，家长可以及时和老师沟通，课后服务的

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内容设置是否科学。

因此，家长要根据孩子自身的表现情况

来判定是否启动作业“熔断”机制，不能一概

而论。

“熔”的是量
“熔不断”的是质

“写到深夜”无益学习，作业不是越多越好

平衡好作业和休息时间，这样写作业最高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