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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原来抱怨“写不完作业”，现在“害怕孩子跟不上”

作业减下去作业减下去 能力长上来能力长上来

“每天放学都有写不完的作业。可孩子
连题目里的字都认不全，怎么做？”小未妈妈
向记者展示手机里孩子班级群前段时间的
页面，群里有数学、语文、英语等各科老师布
置的作业：有试卷、打印好的练习题、标好页
码的习题册……还有老师在群里特意强
调，需要家长“督促”孩子订正试卷。

“我们自己工作压力也大，还要抽出
一个人专门辅导孩子做作业。我家小孩才
三年级呀！孩子累，家长也累。”回忆起过
往，小未妈妈忍不住吐槽。

南京市鼓楼区第二实验小学副校长
郭学萍坦言，此前确实存在一些老师过
量、机械布置作业的情况，靠让学生延长

作业时间、增加作业量取得好成绩。“比如
错字重复抄写20遍，生字扩词三组，有的
字甚至无法组三个词……有些学生明显
越做越差。遇到这样的情况，老师需要动
动脑筋。”郭学萍说。

除了部分机械性、重复性的作业外，
教师布置作业失当，超出学生能力范围的
现象也常被家长抱怨，大多数情况下，家长
不得不越俎代庖，替孩子完成。

郭学萍自己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
一次，老师要求当时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
回家制作不倒翁。“一个幼儿园小孩，哪里
会做什么不倒翁？不仅蛋壳挖孔需要高超
技艺，后期的‘填沙平衡’更是个高难度的

活儿。”郭学萍和爱人忙了一晚上也没能让
“不倒翁”不倒，最终只能让孩子把“半成
品”带到幼儿园交差。

“双减”政策减轻了家长的负担，不再
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让家长批改作业、取消
手机打卡等都让张薇松了一口气。但想到
以后学校作业变少了，张薇打算买几套市
面上流行的课后阅读和学习材料，作为学
校内容的补充。“怕自家孩子落后，跟不
上。”

“害怕孩子跟不上”的担忧，让不少家
长“自觉”给孩子加码。学校作业少了，孩
子却没能真轻松。对此，郭学萍表示，家长
自我加压未尝不可，但切忌“压力失度”。

““感觉学校布置的暑感觉学校布置的暑
假书面作业比以前少了假书面作业比以前少了。。
可未来要中考可未来要中考、、高考高考，，说实说实
话话，，我有点担忧我有点担忧。”。”作为小作为小
学四年级学生的妈妈学四年级学生的妈妈，，张张
薇最近一直在关注薇最近一直在关注““双减双减””
政策的相关信息政策的相关信息。。

但想想此前孩子每天但想想此前孩子每天
至少两套试卷至少两套试卷、、数页练习数页练习
题题，，常常写到晚上常常写到晚上 1010 点点
多多，，张薇又觉得张薇又觉得““应该举双应该举双
手赞成减负手赞成减负”。”。

像张薇这样既担心孩像张薇这样既担心孩
子落后子落后，，又心疼孩子负担又心疼孩子负担
太重的家长不在少数太重的家长不在少数。“。“双双
减减””政策发布后政策发布后，“，“减轻学减轻学
校作业负担校作业负担””受到普遍关受到普遍关
注注。。它就像一根线，一头连
着家长学生，另一头连着
学校老师。

按照“双减”政策规
定，学生作业不得成为“家
长作业”，老师不得布置超
过规定时长的作业。如此
一来，老师和家长有怎样
的感受与期待？既要减少
学校作业，又要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质，老师们将拿
出哪些“高招”，顺利完成
这个新“考题”？

“双减”政策实施后，严格控制作业
总量，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每天
不超过 90分钟。为了保证各科间的平
衡，清华附中永丰学校采取年级组、备
课组统筹的形式，规划各科作业布置的
安排。

学校语文组的老师们做了个性化、
弹性化、多元化作业的尝试。比如对某
个问题的认识和看法，鼓励喜欢摄影
的同学用图片，喜欢绘画的同学用画
作，逻辑性强的同学用思维导图等来
呈现。

作业量减下来后，学生的综合能力
如何提升？“学校非常重视课堂教学效
率，充分抓住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力和
展现力，强化高效课堂构建。语文课上，
老师会定期要求学生分享自己的作品、
组织小组交流讨论，指导学生把讨论的
思想成果做成思维导图、小海报、演示

文稿，轮流上台展示。还有读书分享会、
头脑风暴、写作训练营等，通过一系列
的活动来提高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增强
学生的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孔冰说。

郭学萍发现，有些学生回家做作业
反而容易“磨洋工”，尤其是写作文，所
以她主张作文就在学校写，学生写作遇
到问题，老师能随时解决。“用一堂课练
习作文，不用写一整篇。可以加强片段
练习，写人分解成外貌描写、心理描写、
动作描写等，一个片段 10—15分钟就
能完成随堂练习。”

“还可以组织小比赛，比如生词默
写赛，如果全对就可以获得一张作业免
写条或其他小奖励。学生会自我激励，

自主地去完成记忆生词的任务，让学生
用内驱力来实现自我提高。”郭学萍举
例说。

18年前，杭州市临平区信达外国语
学校就开展了一轮“作业改革”，老师们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原创设计家庭作
业，规定不得超过一张A4纸，从量上控
制作业时长。

然而，2020年，学生上交的一份少
先队代表大会提案——《关于每个月第
二周为无作业周末的提议》，引起了校
长郑晓娟的关注：“我们研究作业的落
脚点一直放在教学的实效性，但恰恰忘
了作业设计的初衷。”

学生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作业？通过
讨论和征集，学校共收集到来自家
长、孩子的1200多份“金点子”，并按
照学生诉求，设立了每月一次的无

作业周末。
此后，每月的无作业周末，亲子陪

伴、游历，结合生活实际、四季交替的特
色作业代替了原来的书面作业，学校作
业实现了质的提升。

今年端午假期，四年级的老师们设
计了“我为家人设计营养午餐”的项目
式作业，要求高、难度大，融多门学科
于一体。“学生们很喜欢，有的孩子为
了这份作业忙了整个假期。能力较弱
的，由同伴互助，合作完成。核心素养
的形成在这样的作业中水到渠成。”郑
晓娟说。

“双减”政策出台，更加坚定了郑晓
娟在学校推动落实作业改革的决心和
信心，“我们正从‘眼中有作业’向‘心中
有学生’迈进”。

据《光明日报》

教师：自我“增压”，把原来批改作业的时间拿来提升专业能力

上学期期末，郭学萍在微信群里看到
一位老师分享2021年1月最新《六年级期
末教学质量检测卷》。

密密麻麻的试题排版让郭学萍觉得
“眼累”，细读题目，又觉得“心累”。

“把宗白华的《杨柳与水莲》用来做对
话填空练习，没有多少考查价值；作文题

《我是创文小主人》，连老师都不明白“创
文”是什么意思。试卷净出些边边角角的
题目，而不是考查学生的语言积累与运
用，也无法打开学生的思维和想象。”郭学
萍说，“整张试卷有为难老师和学生之嫌。
期末考试，教书人和出卷人是‘陌路人’，
这是最可怕的事。”

由于出卷人和教书人不一致，导致
“学的简单考的难”，这让老师不敢放低要

求。为了应对考试，老师自然要选择在作
业上加压。

新出台的“双减”政策规定，“学校要
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
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
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60分钟”。这对老师来说是不小的考验。

“每个学生的接受能力参差不齐，在
不分快慢班的情况下，课堂有限的 45分
钟里，只能照顾大部分学生。接受能力强
的学生觉得‘吃不饱’，接受能力差的‘吃
不下’。作为老师，肯定得通过作业来补充
课堂学习的不足，让学得快的学生巩固知
识，让学得慢的学生跟得上进度。现在要
求减少作业，为了让有限的作业发挥最大
作用，老师花的心思只会更多。”初中英语

教师娟子说。
“如何平衡学生综合素养提升、成绩

提高与作业量减少之间的关系，确实是老
师们需要好好把握的问题。”清华附中永
丰学校教学辅助中心主任、语文教师孔冰
认为。

郭学萍说，“双减”给孩子减负，实际
上是给老师“出考题”，老师也要自我“增
压”。“增压”就是把以往批改作业的时间
拿出来研究课程标准、研究教材、研究作
业，形成良性循环。课堂上要精讲精练，分
解教学目标，化整为零。老师还要多学习
教育心理学，掌握学生成长的自然规律，
布置符合学生年龄段特点的作业，增加作
业的趣味性、层次性和选择性。

目标：从“眼中有作业”向“心中有学生”迈进

““双减双减””政策实施后政策实施后，，严格控制作业总量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
成时间每天不超过成时间每天不超过9090分钟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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