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作业”和考试

也不能“一棒子打死”

� � � �

在减负的新规中，对于“不留作业”和“规范考
试”的提法，也引来了不少教育界人士的质疑。 规
定对“不留作业”的含义制定得比较绝对：“小学不
留书面式家庭作业， 可布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
的体验式作业。 积极与家长、社会资源单位联动，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因地制宜地安排学生参观
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社会设施，组织参加力
所能及的手工劳动、农业劳动。 ”

“‘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的提法过于
绝对，一点家庭作业都不留，也是违反学习规律
的。 ”采访中，一位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多年的刘
老师告诉记者，“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都是指学习要不断温习、不断练习。 “就拿作文
来说，不写怎么能提高，但老师总不可能所有孩
子的作文都在课堂上写吧？ ”据了解，江苏“五
严”规定曾经指出：“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
面家庭作业，小学中高年级、初中和高中学生每
天书面家庭作业分别控制在

1

小时、

1.5

小时和
2

小时以内。 ”采访中，不少小学老师认为这个
规定还是比较合适的。

“规定说让我们的孩子做体验式作业，比如去
参观博物馆、 图书馆等社会设施， 这个提法是好
的，但是首先得确保我们的博物馆、图书馆等能够
满足孩子们学习实践的要求。我在英国参观发现，

他们的场馆有非常丰富的实践项目可供学生探索
学习，但我们的还达不到教学要求。 ”

而对于学生和家长最为关心的考试，《规定》

也进行了“规范要求”：“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
式的统一考试；从四年级开始，除语文、数学、外语
每学期可举行

1

次全校统一考试外， 不得安排其
他任何统考。每门课每学期测试不超过

2

次。考试
内容严禁超出课程标准。 ”对此，一位不愿透露姓
名的小学校长直言不讳地表示：“考试是问诊教育
教学中的一个必要手段，关键是考什么、怎么考、

怎么看待分数，如果一至三年级都一次不让考，那
如何来检验孩子的学习以及老师的教育教学？ ”

（据《扬子晚报》）

这些提法
操作起来“有问题”

招生计划难确定

“网上报名”咋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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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减负新规中，“阳光入学”无疑是亮点，

不过对于这一提法， 不少教育界人士表示“想实
现，比较难”。 《规定》指出：“各地要在大力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严格实行免试就近入学，

招生不依据任何证书和考级证明。实行信息公开，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要利用网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
公开每所小学和初中的招生计划、范围、程序、时
间和结果，积极推行统一的网上报名招生。 ”

“阳光入学最关键的就是‘消灭’择校，如果学
校把所有的招生计划和范围都公布，那对控制‘条
子生’肯定有用！”听说教育部新规，在企业工作的
戚先生表示很赞同。 “择校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

不过对于这一举措，不少业内人士却表示“操
作困难”。 “首先，要公布招生计划、范围、程序、时
间和结果，这谈何容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南
京知名小学校长告诉记者， 招生形势每年都在变
化，学校的招生计划要每年调研完才能制定。现在
名小学的二手房活跃得很， 有时候学区生会一下
冒出好多来，学校也会措手不及。 “择校是一个社
会现象，有复杂的社会背景，不是一公布就能解决
问题的。 ”

另外对于“小学推行统一的网上报名招生”

的提法，采访中，多位小学校长表示“想法很好，

操作很难”。 “小学报名时要经过资格审定，比
如房产证、户口簿、居住地等，十分复杂，还会存
在挂户口、作假等各种问题，学校必须要现场审
核通过。 特别是名小学，这方面的压力更大。 如
果实施网上报名，根本无法识别，报名工作会问
题百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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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针对小学生课业负担
仍然存在过重现象，教育部在其
官方网站就《小学生减负十条规
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该规
定从入学、编班、教学、作业等十
个方面对小学生减负作出具体
规定。对于教育部拟定的小学生
减负对策， 不少家长表示欢迎，

但也有一些教育界人士对其操
作性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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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拟规定不给小学生留作业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入学、编班、教学、作业都要“上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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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入学。 各地要在大力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

,

严格实行免试
就近入学

,

招生不依据任何证书和考级
证明。实行信息公开

,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要利用网站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公开每所
小学和初中的招生计划、范围、程序、时
间和结果

,

积极推行统一的网上报名招
生。

2.

均衡编班。 按照随机方式对学生
和教师实行均衡编班。 严禁以各种名目
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编班过程要邀请
家长、社区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
参加

,

接受各方监督。

3.

“零起点”教学。 一年级新生入学
后
,

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从“零起点”开
展教学

,

不得拔高教学要求
,

不得加快教
学进度。

4.

不留作业。 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

作业
,

可布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
验式作业。积极与家长、社会资源单位联
动
,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

因地制宜地安
排学生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社
会设施

,

组织参加力所能及的手工劳动、

农业劳动。

5.

规范考试。 一至三年级不举行任
何形式的统一考试

;

从四年级开始
,

除语
文、数学、外语每学期可举行

1

次全校统
一考试外

,

不得安排其他任何统考。每门
课每学期测试不超过

2

次。 考试内容严
禁超出课程标准。

6.

等级评价。 实行“等级加评语”的
评价方式

,

采取“优秀、良好、合格、待合
格”等分级评价

,

多用鼓励性评语
,

激励学
生成长。 全面取消百分制

,

避免分分计
较。

7.

一科一辅。教辅材料购买遵循“一

科一辅”和家长自愿原则。学校和教师不
准向学生推荐、推销或变相推荐、推销任
何教辅材料。

8.

严禁违规补课。 学校和教师不得在
课余时间、寒暑假、双休日和其他法定节
假日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公办学
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占坑班”

及校外文化课补习。

9.

每天锻炼
1

小时。 按照国家课程
方案上好体育课。安排好课间操、眼保健
操或大课间活动

,

确保学生体育锻炼时
间。

10.

强化督察。各级教育督导部门要
对减负工作定期开展专项督导检查

,

每
学期公布督导报告。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
要严格责任追究

,

对加重小学生课业负
担的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进行问
责。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

老师不能违规补课

参与“占坑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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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和教师不得在课余时间、

寒暑假、 双休日和其他法定节假日
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 公办
学校和教师不得组织或参与举办
‘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 ”《规
定》中对于“严禁违规补课”做了明
确的要求。

“暑假期间老师没有要求我们去
上过课。 ”南京玄武区一所知名小学
五年级的学生珊珊无奈地告诉记者，

虽然学校老师没有给同学们补习，但
是她暑假也没能闲着，上了有

1

个月
的课外辅导班。 “我很快要升初中了，

妈妈说，要想上到名牌初中，我得拿
到一些奖项，所以假期必须冲刺。 哎，

要是这些班也能取消就好了。 ”

“现在公办小学一般都不会组织
学生补课，因为这是违规的。”采访中，

南京一位小学负责人告诉扬子晚报
记者， 江苏省教育厅

2009

年曾下发
《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深入实施
素质教育的意见》的“五严”规定，其中
一条就是：“严禁中小学组织任何年
级学生在节假日（含双休日和寒暑
假）集体上课，或以补差、提优等形式
变相组织集体上课。 ”“由于受高考压
力，这一点中学做得要差一些，但绝
大多数小学是能够做到的。 另外，我
们也严禁老师进行组织或参与举办
‘占坑班’及校外文化课补习，一经查
处，将严肃处理。 ”

这些规定家长欢迎老师赞赏
小学均衡编班

禁分重点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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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中，将均
衡编班、禁分重点班都做了明确要求。规
定指出：“按照随机方式对学生和教师实
行均衡编班。 严禁以各种名目分重点班
和非重点班。编班过程要邀请家长、社区
代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参加，接受
各方监督。 ”

“我家小孩儿马上就要上一年级，小
学很关键，就想找人，看能不能分个好点
的班。 ”家长刘女士告诉记者，新生家长
在孩子入学前普遍会比较担心， 害怕碰
上不够好的老师，打击孩子学习的热情。

“其实现在我们都是实行均衡分班。 ”采
访中， 南京力学小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小学属于义务教育阶段，也没有升学
率的压力， 因此绝大多数学校是不会搞
什么快慢班的。一般来说，小学分班首先
是形成“自然班”，即根据性别、面试时的
印象分值进行平行分班；自然班形成后，

学校再请班主任作为每个班老师代表进
行“抓阄”。 “这种做法老师也欢迎，因为
如果分重点非重点， 也会让老师产生心
理偏见，从而对所带班级期望值变化，影
响教育教学的质量。 ”

“作为家长就担心不公平，如果小学
编班过程也能公开、透明，那我也不会着
急四处打听分班了。 ”刘女士表示，规定
中指出“编班过程要邀请家长、 社区代
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参加，接受各
方监督”， 这对家长来说是一颗“定心
丸”。

“提前学”没必要

教学须“零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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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幼儿园孩子“提前学”现
象，《规定》 指出：“一年级新生入
学后，要严格按照课程标准从‘零
起点’开展教学，不得拔高教学要
求，不得加快教学进度。 ”

“这个提法太对了，就是要让
家长知道， 其实幼儿阶段没有必
要另外强加学习本来属于小学学
习的知识。 ”采访中，南京一位长期
分管小学教学的副校长直言不讳
地告诉记者， 现在都是家长在把
“起跑点”给“提前了”。 “现在确实
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小学一年级老
师进班后，会发现一个班的学生差
距有时候会很大。有的孩子学了很
多小学的知识，比如拼音、算术等，

有的孩子没有学过，所以就不会。 ”

这位校长分析道， 很多家长都认
为，让孩子早点学，就能早点适应
小学生活， 也能比较容易获取自
信，这就让没有提前给孩子学的家
长感到焦虑，担心老师“进度快”或
者“根本不教”。 “小学是有课程要
求的，对教学进度也是有严格的计
划和控制的，所以家长不用担心老
师会因为一些孩子学过就不教另
外一些孩子。对于一上来有些跟不
上的孩子， 老师还会单独给予辅
导。 事实上，开始的差距并不代表
未来，这种因为‘提前学’而带来的
优势很快就会消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