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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作业，为啥成了摆拍
本报记者 钱冀敏 吴艳 祁晓娟 张丹 李小贤 摄影报道

每逢假日来临，学校往往给学生布置诸如“下厨房”“打扫卫生”等劳动实践作业，并
要求拍照为证。可是，很多家长和学生摆拍一张正在劳动的照片，应付了之——

“一二三，拍好了。”市民王
女士让孩子拿着扫帚和簸箕，装
成扫地的样子，拍了张照片。“照
片拍完了，赶紧回屋写作业去。”
王女士催促着孩子。

对于学校布置的劳动作业，
许多家长并没有配合学校让孩
子按要求完成，而是采取摆拍的
方式，应付了之。

“培养劳动意识，增加劳动
技能，珍惜劳动成果，劳动课和
劳动作业作用很大，怎能成为摆
拍？”对于这种情况，许多人认为
实属不该。

劳动作业成摆拍

“拍完了吗？”小杨边问爸爸
杨东，边把墩布交到妈妈手里。
然后，她又拿过父亲的手机，从
中挑了一张自己满意的图片，

“就把这张发到群里吧。”
对于女儿的这番操作，杨东

和妻子已经见怪不怪了。
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

我市许多中小学给学生们布置
了劳动实践作业。一二年级学生
洗袜子、毛巾、红领巾，并叠好自
己的衣服；三四年级学生清洗鞋
袜，整理房间衣物；五六年级学
生更换被套、床单……

对于劳动作业，有的学生认
真完成，有的学生却应付了事。

杨东的女儿读小学五年级，
他表示，每次孩子的劳动作业，
几乎都会摆拍完成。有时为了拍
照要摆好几个姿势，然后挑选一
张满意的照片上传到班级群。刚
过去的寒假，学校留了“学做一
道拿手菜”的作业。本来他打算
教给孩子做西红柿鸡蛋，哪知道
孩子不愿意学，妻子觉得教女儿
费时费力，于是干脆做好让女儿
摆拍交上了作业。

王女士的儿子在我市一所
中学读初二，她说，我家孩子已
经不止一次做劳动实践作业了，
一次老师留了扫地的劳动作业，
并要求拍照上传。王女士自己扫
干净了地面，让儿子拿着扫帚和
簸箕拍了张照片，就赶紧“夺”过
扫帚和簸箕让孩子回屋写学科
作业了。

记者调查发现，学校留的劳
动作业，有相当多的家长和孩子
摆拍了事。劳动作业目的是让孩
子从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做起，
锻炼孩子的劳动实践能力，养成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让孩
子在劳动中培养自理能力。如果
劳动作业成了摆拍，劳动课的意
义将无从谈起。

家长是摆拍
“帮凶”

对于摆拍应付劳动作业，有
些家长可谓是第一“帮凶”。

心疼孩子往往是他们的理
由。38岁的王玲，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对于老师安排的劳动实践
作业，王玲通常会让孩子摆拍应
付。

对于摆拍，她有自己的想
法。“当时老师给布置的作业是
帮助家长打扫卫生，我闺女要帮

我擦地。”王玲说，孩子力气小，
拿拖布都有些费劲，看着她拿拖
布笨拙拖地的样子，即使拖完自
己也要再返工，干脆拍了张照片
草草了事。

还有的家长选择摆拍是怕
劳动作业耽误孩子的学习。张敏
的孩子今年马上要升初三了，为
了让孩子在中考中能考一个好
成绩，从孩子上初中开始，张敏
就开始全力保障孩子的学习。

“劳动作业多耽误时间，现在孩
子的时间太宝贵了，所以劳动作
业我都是让孩子摆拍一下交作
业。”

还有的家长配合孩子摆拍
完成劳动作业是因为他们觉得，
让孩子劳动干活耗时耗力非常
麻烦。

市民董萌萌的儿子今年上
小学 4年级。刚开始，她很配合
学校协助孩子完成劳动作业，但
是几次过后，她发现孩子做劳动
作业非常麻烦。

董萌萌还记得让孩子擦地
板的场景。接水、涮拖布都还好，
可是接下来就令董萌萌有些无
奈了。“拖布往下一直流水，孩子
直接拿着没拧过的拖布在地板
上开拖。”董萌萌说，关键是地也
没扫。孩子擦了一半客厅后，就
不愿意干了，扔下拖布，弄得一
地狼藉转身就走了。

董萌萌说，当时自己哭笑不
得：一地水的卫生间、尘土和水
混在一起的地板，还有被扔在地
上的拖布……

还有一些家长不太重视劳
动作业，认为“树大自直”。市民
李莉说，她小时候也没干过家务
活，自己结婚过日子了，慢慢地
该会的家务活也都学会了。所
以，对于孩子的劳动作业，孩子
说摆拍，她就照办。

蒸馒头作业
有意思

相较于扫地、炒菜等较为常

见的劳动实践作业，有的“花式”
劳动作业，同学们则乐在其中。

沧州市第一中学高一年级
的化学组老师曾经留过一个蒸
馒头的劳动作业。

化学组组长韩冬梅说：“之
所以留这个作业，是为了让同学
们体会化学与生活之间的联系，
增强学习化学的乐趣。通过蒸馒
头，同学们可以探究小苏打、老
肥面、酵母、碱面等物质不同发
酵方式作用原理。”

为了让学生们保质保量完
成这一作业，不让作业流于形
式，老师要求不仅要拍照片、视
频，还要求做出 PPT，对制作过
程、化学原理、拓展思考、总结收
获都一一进行讲解展示。

韩冬梅说：“这次作业很成
功，几乎没有同学是‘摆拍’，都
亲自上手了。”

经过实践，同学们了解了
这 4种物质在蒸馒头过程中，在
颜色、松软程度、味道方面的差
异。同学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
疑问：为什么加热后馒头会蓬
松变大？在醒发馒头和加热馒
头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化学变
化？有没有其他物质能代替小
苏打和纯碱？

评委老师引导学生从化学
角度思考实际问题，推测现象对

应的反应，寻找反应对应的物
质，并研究物质的性质，从而将
真实情境问题转化为化学问题，
给同学们上了一堂精彩非凡的
现场课。

让孩子体会
到劳动乐趣

吴亦然是一名小学二年级
的学生。她小小年纪爱上了做
饭，并让妈妈给买来一套儿童专
用的迷你厨具。

这要得益于她的一次劳动
实践作业。上一年级时，老师留
了一个制作美食的家庭作业。

回家后，从没做过饭的她有
些发憷，怕无法完成老师布置的
作业。看到女儿的担心，妈妈鼓
励道：“咱们可以一起完成。”

经过筛选，母女俩打算做一
道韩式拌饭，好看又好吃。

洗菜、削皮、切菜、焯水、煎
鸡蛋、蒸米饭，妈妈一直耐心地
指导着吴亦然自己动手。

虽然吴亦然做得很慢，但很
仔细。做这道韩式拌饭，她用了
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吴亦
然兴奋不已：“妈妈，我也会做饭
了。明天我还想自己做饭，你再

多教教我吧！”
后来，吴亦然又先后学会了

鸡蛋饼、西红柿鸡蛋、土豆炖牛
肉等简单的饭菜。

市民王晓婉家的 3 个孩子
正在上小学，他们的学校也曾布
置过做饭、收拾书桌等家庭劳动
实践作业，并让拍摄照片或视
频。对于这样的作业，王晓婉和
孩子们都很重视。

有一次，大女儿要完成一项
做美食的劳动实践作业。王晓婉
建议大女儿带着弟弟妹妹共同
完成这项作业。孩子们商量后决
定包饺子。他们一起写了采购清
单，将所需要的食材一一列清
楚，并到超市进行了采购。包饺
子之前，孩子们做好了分工，有
人负责切菜，有人负责蔬菜榨
汁，有人负责剥葱、蒜。

切菜、榨汁……孩子们都兴
奋地完成了。当孩子们和面时，
却遇到了难题，一会儿水多了，
一会儿面硬了，最后在王晓婉的
帮助下，才和出了 4种颜色的面
团。

虽然孩子们包的饺子品相
不是很好，但他们非常开心，吃
着自己动手包的饺子，感觉格外
香。

王晓婉将孩子们做饺子的
过程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王晓婉说：“从采购到完成，孩子
们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如果我自
己来做，时间会短很多。但她觉
得整个过程非常有意义，能够锻
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

学校的劳动实践作业让孩
子们参与到了家庭劳动当中。王
晓婉在家中大扫除时，孩子们也
积极参与，各自负责自己的房
间，收拾衣橱、书桌。王晓婉做饭
时，孩子们也会主动过来帮忙择
菜、洗菜。

别让劳动作
业成摆拍

我市一小学的班主任老师
告诉记者，布置劳动作业，学校
的目的是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
力和实践能力，增加家长和孩子
的互动。如果摆拍来应付，这类
作业没有让孩子得到思维方式
和动手能力的锻炼，也背离了培
养兴趣的初衷。

这名班主任说，在他们班
上，如果留了做家务的作业，老
师就会在第二天开一个小的班
会，鼓励孩子们多交流一下做家
务的心得体会。她表示，这样做
就是为了避免有的孩子对劳动
作业简单敷衍了事。

心理咨询师于丽丽告诉记
者，要想孩子学会做家务，关键
是得让家长和孩子们从心底里
认可这件事。如果为了应付劳动
作业而摆拍，起不到任何教育作
用。特别是家长，如果家长感觉
做家务这种劳动作业会耽误学
习，孩子有这个时间还不如用来
写作业，这样就违背了学校留劳
动作业的初心。在孩子心里，做
家务也是一种不同的体验，作为
家长要放开手脚让孩子体验和
感受到另一个世界，打开生活的
大门。

和妈妈一起做寿司和妈妈一起做寿司，，孩子很有成就感孩子很有成就感

““我包的饺子很好看我包的饺子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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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颐养园 颐养园是一家“医养结合”型为长者提供医疗、
康复、生活照料、心理疏导、文化娱乐等全方位专业服
务的养老机构。服务对象：自理、失能、失智等长者。

地址：沧县捷地乡政府东行300米 电话：0317-8556789、13831703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