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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学校为什么布置综合实

践作业？与书面作业相比，它能发

挥怎样的育人功能？

余军：书面作业作为课堂教学

的重要补充，不仅是对课堂知识的

巩固和深化，更是学生学习成效的

一种集中体现，但其往往形式单一、

内容固化，完成过程缺乏灵活性和

创新性。实践作业突破了这一局

限，尤其是对好奇心旺盛的小学生

来说，它提供了一个将书本知识与

实际生活紧密结合的平台，减少枯

燥乏味的学习，并鼓励学生的个性

表达和创意发挥。

同时，实践作业的设计通常具

有“综合性”和“实践性”的特点，不

仅关注技能训练，更重视学生综

合素养的提升。这种作业形式能

促 进 学 生 在 实 际 操 作 中 发 现 问

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从而

提升其思考能力、动手能力和团

队合作能力。

记者：如何平衡孩子的作业自

主权和家长的参与度？

余军：在完成实践作业的过程

中，家长应该鼓励孩子独立完成，加

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提升其实操

能力。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完

全放手，让孩子独自面对所有挑

战。相反，家长应当在孩子需要的

时候提供适当的指导和帮助，确保

孩子在遇到难题时能够得到支持，

但不能过度干预，让孩子失去自我

探索和成长的机会。

记者：破除实践作业的形式主

义，家校双方如何形成合力？

余军：学校应坚持合理性原则，

设计多元化、多样化的作业，并加强

与家长的沟通。比如，在布置作业

时，老师和家长可以事先约定，作业

不能由家长代劳，更不能网上购买，

必须要由学生独立完成或主要由学

生完成，学生若因特殊情况不能完

成时，家长可以如实向老师反映，再

由老师结合学生实际另行布置。

实践作业的设计初衷并非为了

增加家长的负担，而是旨在创造更

多家长与孩子互动的机会。我们不

妨自问，作为家长，我们中有多少人

能够真正放下手机、工作以及家务，

全心全意地陪伴孩子？因此，家长

应重视实践类的作业，这恰好提供

了亲子相处的契机。孩子的学习不

仅仅局限于课堂知识，生活经验的

积累同样重要。教育是一个全面的

概念，它涵盖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

和家庭教育，三者缺一不可，共同构

成了孩子成长的坚实基础。只有当

三方教育都得到充分重视，实践类

的作业才不会沦为一种形式，真正

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助力。

（本报记者 张文博）

近日，一段家长因不满老师

而在家长群里“见谁怼谁”的聊

天记录在网络上流传，并引发热

议。该聊天记录显示，某学生家

长在家长群里投诉自家孩子新

学期领到的书本是破损的、开学

留影没有单独照片等，随后，该

家长点名批评该班教师，在群里

直抒不满情绪。群内多名家长

现身劝解，但均被该家长一一怼

了回去。

此次事件引发讨论的重点

在于该家长在群里肆意“胡

闹”的行为，即使老师有不妥

之处，家长也应有理有据地向

教师本人或校方提出问题，双

方协商解决，而非在群里大肆

发泄。

事实上，家长群存在的目

的在于促进家校沟通，其本质

是互联网的公共场域，所解决

的问题也应当具有公共性，并

非个人琐事。在此平台上过多

发泄个人情绪，不仅会扰乱班

级氛围，阻碍家校良性沟通，

更可能会对教师及其他家长造

成身心伤害。

此外，此次事件还折射出另

一个问题，即家长对教师的不信

任导致双方呈现出“对立”关

系。家长在家校沟通中遇到困

扰时，选择在家长群质问教师而

非私下同教师沟通，直接与教师

站在了对立面，这样不仅会导致

双方的“信任危机”，更会加剧其

他家长的焦虑情绪，挫伤教师教

育教学积极性，阻碍教育的健康

发展。

我们应该认识到，家长和教

师之间应为合作关系，双方的共

同目标是将孩子培养成具备健

全人格的独立个体。家长过多

的猜忌和质疑并不能对孩子的

教育提供正向帮助，更谈不上促

进教师的教育与管理。

教师虽是一份职业，但每个

老师都是具有充沛情感的独立

个体，教师的个人尊严也需要受

到维护。倘若家长认为教师存

在师德失范行为，应采取合理、

正面的手段向校方、教育主管部

门检举投诉，而非在家长群里公

开质疑、批评。

近年来，关于家长群的各类

“闹剧”已不是个例，如何让家长

群风清气正也是值得思考的问

题。因此，加强群组管理、明确

群组定位显得尤为重要。

在建设家长群之初，群组管

理者就应当及时明确家长群中

发言内容的边界，例如哪些内容

可以发，哪些内容不能发，不可

以在群组内抱团攻击他人、随意

私聊等。若教师管理班级群组

的负担太重，也可以增设几位群

组管理员辅助老师进行监督与

管理，在出现矛盾时及时出面疏

导。

就校方而言，也可以适时出

台家校沟通方面的指导性方案

文件，或派驻校内监督人员在各

个家长群内进行协助管理。这

样不仅能为家校沟通提供强有

力的指导，更能保护家长和教师

双方的利益。

总之，我们应该正确认识家

长群的公共属性和沟通作用，理

性面对家校沟通中的问题，还教

育一份信任，共同为教育营造温

馨和谐的氛围。

对 话 校 长 破除实践作业形式化需家校合力破除实践作业形式化需家校合力
实践作业本是

提升学生综合素
养、优化作业设计、
创新作业形式、提
升教育质量的重要
途径，然而，创新过
程中出现的一些形
式主义却背离了教
育的初衷。那么，
如何在作业创新过
程中避免形式化？
本报记者采访了成
都市石笋街小学一
品天下分校党委书
记、校长余军。

“““变味变味变味”””的实践作业何时休的实践作业何时休的实践作业何时休？？？
■ 本报记者 张文博

每逢节假日，学校布置的实践作业都会引发一波热议。原本旨在培养孩子综合素养的实践作业，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从孩子的趣味作业变成了家长
的才艺比拼，甚至催生出一条产业链，这样的实践作业，究竟是促进了孩子的成长，还是让教育变了味？本期，我们和家长、老师、校长、专家一起关注“变味”
的实践作业。

家长绞尽脑汁做实践作

业，孩子在旁玩耍，这种现象在

很多家庭中并非个例。

为何不让孩子一起做？家

长们的理由各不相同：有的认

为做手工的工具存在安全隐

患；有的觉得孩子动手能力差，

担心其作品不尽如人意；还有

的担忧长时间使用电脑查资料

会影响孩子的视力；更有甚者，

认为孩子在参与过程中可能会

帮倒忙，拖慢作业的进度。

对于家长的焦虑和攀比心

理，老师们也深感无奈。实践

作业的初衷是为了在完成作业

的过程中让家长和孩子享受共

同参与的乐趣，增进亲子关

系。如果由家长代劳，实践作

业便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

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原

因，成都大学教授、成都大学师

范学院家庭教育研究所所长刘

华锦认为：一是在教育竞争激

烈的背景下，家长对成功的定

义存在片面认知。受“不让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的观念影响，

家长时刻担心孩子会落后于他

人，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在实践

作业上“内卷”，以期给老师留

下良好印象。二是实践作业的

评价标准存在误导。在素质教

育的评价体系中，不应仅仅依

据作业或作品的精美程度来评

定优劣，孩子在过程中的探索

与成长才是核心。

“没有孩子参与的实践作

业，对孩子的成长发展没有任

何促进作用，实际上等同于一

次无效作业。”刘华锦强调，家

长的过度介入，不仅会挫伤孩

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长此以

往也不利于孩子任务意识和责

任意识的培养。因此，家长应

将实践作业的主动权归还给孩

子，并以观察者、陪伴者和引导

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在家校沟通过

程中，学校应更多地了解家

长、学生、老师的心声和需

求。例如，建立更加完善的作

业反馈机制，以提升学生的能

动性；将教师从过多的非教学

任务中解脱出来，避免压力传

导；探索更加个性化的作业评

价机制，避免“一刀切”式的

跟风作业等。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兴

趣和特长，学校不必拘泥于统

一要求，可以设置更加开放、灵

活多样的作业形式，让学生任

意挑选。”刘华锦举例，喜欢绘

画的可以做手抄报，喜欢绿植

的可以养花草，喜欢写作的可

以写作文，喜欢摄影的可以拍

照片……借此发掘学生的特

长，找到他们的兴趣所在，使孩

子真正获得成长。“实践类作业

不应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只

有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性，更

加注重作业的完成过程，才真

正有利于中小学生的学习与成

长。”刘华锦说。

归还作业主动权，探索个性化教育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家

长杨霞过得并不轻松。让她感

到头疼的是老师布置的实践作

业——要求孩子通过制作风筝

来理解图形的对称结构。

做风筝的宣纸可以在文具

店购买，但上哪儿找竹条呢？

情急之下，她在家长群求助，有

家长建议网购风筝 DIY 材料

包，既方便又省事。然而，儿子

丁丁觉得这种材料包里的无纺

布和塑料杆不符合要求，作业

交上去肯定不能评优，坚持要

用宣纸和竹条。

随后，杨霞在网上找到了

销售竹条的商家，可最低一百

根起卖，这个数量显然太多。

“这样的作业难道不是在为难

家长吗？”思来想去，她厚着脸

皮到楼下串串店找老板要了几

根竹签，打算削薄了做风筝骨

架。

画风筝图形和剪裁都进行

得很顺利，到扎风筝骨架这一

步却卡壳了，丁丁一个人捣鼓

了半天也没能成形。最终，他

失去了兴趣，两手一摊，把作

业推给了妈妈，自己下楼玩去

了。

“这到底是学生作业，还是

家长作业？”看着儿子给自己留

下的“烂摊子”，杨霞百思不得

其解。“对折宣纸，画好半边风

筝图形，然后剪下来展开，已经

足够让孩子认识对称图形了，

后面的步骤真没必要。”在她看

来，节约出来的时间，还能带孩

子到室外，通过观察植物、建

筑、街道等认识更多的对称图

形。

“在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

布置多元化的实践作业无可厚

非，而且家长们非常欢迎和能

够接受。但是，如果布置一些

脱离实际的实践作业，导致家

长耗费大量的金钱、时间、精力

陪孩子一起完成，甚至代为完

成，这样的做法有待商榷。”四

川省家庭建设研究院副院长陈

莉指出，和书面作业相比，实践

作业虽然有趣，但如果脱离实

际，更容易让孩子和家长“抓

狂”。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

之前上热搜的“手工作业”“手

抄报”，只是实践作业里的“小

儿科”，难度更大的实践作业比

比皆是，成了不少家长的“噩

梦”。“上班做PPT，回家还得指

导孩子做PPT、写调查报告、剪

辑视频……”然而，这些孩子们

完不成或者没有能力完成的作

业，最后往往又变成了“家长作

业”。

实践作业还带火了不少生

意。尤其在电商平台，各种各

样的作业完成品和代做服务应

有尽有，家长只需付款，即可免

去亲自动手的麻烦，这就导致

原本强调学生动手、动脑的实

践作业，变成了走形式的“家庭

负担”。

“无论是书面作业还是实

践作业的布置，都应当基于多

维度精准考量，确保学校在这

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陈

莉强调，考虑孩子的年龄及身

心发展阶段，依据教学内容和

教学大纲布置他们力所能及的

作业，是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提

升动手能力的关键。

然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是，一些实践作业不仅耗费家

长心力，还流于形式甚至揠苗

助长。前段时间，成都市某小

学二年级家长在网上反映孩子

的视频作业太多：“8个作业要

拍7个视频，孩子每天放学都

拉着家长拍视频、做作业，手

机使用时间太长了。”很多家

长深有同感，“每天下班，除

了要辅导孩子做作业，还要完

成老师要求的各种拍照、传视

频的‘打卡’活动，假期也不

能消停。”

针对这一现象，成都市教

育局在国庆节前发布了“六

条”作业管理规定，要求节假

日严格控制书面作业总量，学

校应根据实际学情分层次布置

基础性作业和拓展性作业，不

得强制要求学生以打卡、拍照

和留痕等形式完成学习任务或

实践活动；不得要求学生和家

长上传作业、学习视频，等

等。

“节假日是家庭团聚和出

游的重要日子，应减少复杂的

实践作业，更多是以旅途中、生

活里可以轻松完成又有意义的

作业为主。”成都高新区蒙彼利

埃小学教师钟亚蓝告诉记者，

实践作业并非越复杂越好，一

些简单易操作的作业同样能达

到培养孩子综合素质的效果。

比如，国庆节寻找国旗并敬礼，

可以丰富旅途的意义，增进孩

子的爱国情感；端午节、中秋

节，和家人分享自己在学校制

作的香包和月饼，既可以增进

亲子互动，也能让学生灵活完

成，增添乐趣。

在钟亚蓝看来，实践作业

的设计不仅要符合学生的完成

能力，激发学生自主性，还要形

成学习闭环。这个“闭环”包括

实践作业的前置学习、回家后

的实践操作、操作后的总结或

体验活动。以学校的“观察稻

谷发芽”活动为例，孩子拿到稻

谷后，在家用器皿浸泡稻谷并

连续观察，操作起来非常简单，

无需家长包办。同时，孩子看

到稻谷每日的变化也会更有兴

趣养护和纪录。后期培育阶

段，则由学校统一组织，孩子们

带上秧苗去田里插秧，大大提

升了动手能力。

作为班主任，钟亚蓝最不

愿看到的就是实践作业变成家

长担当主力的“战场”，“孩子失

去锻炼的机会，家长则苦于事

多难分身，老师也难以评估孩

子的真实能力。相信无论是布

置作业的老师，还是完成作业

的家长，初衷都不是如此。”钟

亚蓝说。

实践作业需多维度考量，避免形式主义

实践作业变“负担”：家长头疼，商家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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