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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减负究竟该减什么？

问题一：减负之后，考试和学生知识
水平之间的落差谁来解决？

孩子的负担到底来自哪里 ？ 减负究竟该
减什么 ？ 许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校外培训机构。
不过 ， 调查却给出了令人意外的答案———
55.34%的家长认为， 孩子负担重的原因是升学
压力大；32.58%的家长认为是学校教学效率不
高；23.21%的家长认为是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
21.82%的家长认为是培训机构推波助澜； 还有
12.7%的家长认为是学校课程设置不合理 ；
10.18%的家长认为是在线教育产品选择不合
理，没有很好地助力减负。

可以看出 ， 除了升学压力这一根本原
因 ，学校带给学生的课业负担远远超过校外
培训机构 。 近日新华网举办的第九届教育论
坛上 ，几位全国名校的校长都不约而同谈起
减负问题。

“一方面学生普遍比较累，另一方面学习内
容和质量有待提高，这就需要认真研究了，到底
减什么样的负？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翟
小宁说：“其实，真正创造性的学习不是负担，而
是兴趣盎然。 只有重复的、机械化的知识灌输才
是负担。 一个人将来要能担当大任，必须要有能
力， 必须要勤奋努力。 我们要加大应该学的内
容，比如创新课程，下决心减掉不应该的负担。
这样才能既减负，又使学生学到有用的本领，成
为创新人才。 ”

北京四中校长马景林认为， 减负一定要科
学定位公立学校，“表面来看， 在学校减负最有
效果，比如控制难度、控制时间、控制量等等。但这
样的减负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学校减负之后，考
试和学生知识水平之间的落差谁来解决？ 学校减
负之后，挤出来的时间如果被其他培训机构挤占，
减负何从谈起？如果我们的减负是以牺牲质量为
代价，这样的减负是不值得的”。

又要放寒假了，但是孩子们还要参加各种培训班。 最近召开
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发布了《2018 年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报
告》，报告显示近 30%的学生睡眠不足 8 小时，超过 60%的小学生
均报名参加各类辅导班，年均费用 12000 元，最高达 30 万元；部
分地区小学四年级孩子，作业竟然达到 3 个小时以上。

应该说，这些数据并不让人意外。 几乎所有人都在追问：减负
减了这么多年，孩子和家长的负担反倒越来越重了，为什么？

问题二：教育评价体系不改革，有几个家
长能容忍学校干的事跟考试没有直接关系？

河北衡水中学是一所经常被魔鬼化的学校 ，但
是，校长郗会锁却说，衡水中学的学生高一到高三每
天都能睡 8 个半小时。 这个数据，可比全国其他地方
很多学校都高得多。

“在减负上，我觉得应该改变教学方式，增强学生
的自主权。 ”郗会锁举例说，“比如我们的自习实行双
轨制，学什么学生自己说了算；作业也是双轨制，霸王
餐和自助餐结合。 通过多种方式来减轻学生的心理负
担和额外任务负担，促进学生多元化发展”。

“现在国外很多流行的、个性化的教育方法，中国
校长也知道，但是我们不敢推行。 因为我们的评价标
准太单调了。 ”清华附中校长王殿军直言不讳地说：
“最终考的是 6 门课，充其量 9 门课。让中学开展丰富
多彩的教学，现在有几个家长能容忍你干的事跟考试
没有直接关系？ 你这样做，家长会问，把孩子成绩弄没
了，你负责吗？ ”

王殿军呼吁教育评价体系尽快改革，“教育评价
这个指挥棒不改，我们就不能全身心投入到人才培养
的事业当中，不能完全按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来
教学生”。

呼吁改革评价机制的不只是背负升学压力的中

学校长，培养高等人才的高校校长也持一致观点。 在
“2018 未来教育大会” 上， 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董奇表
示，未来社会对人才素养提出了新的要求，包括信息
素养、数字素养、科技素养和创新素养等诸多方面，必
须建立新的评价体系。 “这样我们才能构建真正成功

的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最大化，为国家培养更
多有用人才。 ”

问题三： 如果评价标准暂时改不了，科
技能不能把学习变得相对轻松？

《2018 年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报告》还提供了一
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 34%的家长认为“减少作业
时间， 用信息化手段提升作业效率” 可以有效减
负，是所有减负措施中呼声最高的，甚至比“关闭
培训机构”还高 14 个百分点。

报告中的数据， 绝大部分来自一家教育科技
平台。 中国有 300 多个城市、13万所公立学校使用
这个平台给孩子布置作业、准备测试，其中就包括
清华附中、南开中学等名校。 在这些学校里，教学、
作业、测试的形式已经被信息化悄然改变。 多所学
校和众多老师的反馈已经证明，信息化平台可以减
少重复性、机械性的知识学习，显著减轻学生负担、
提高学习效率。

同时，科技发展也在催生教育新业态，延长教
育可及性半径。 过去几年，在线教育发展迅速，用
户可以随时随地找到海量、优质内容。 “科技让‘因
材施教’成为现实。 ”腾讯集团高级执行副总裁汤
道生认为，建设智慧校园、搭建智慧化教学体系，
是目前教育行业共同努力的方向。

“面向未来的教育，特征之一就是应该更加普惠
和公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理事长李伟表示， 科技会帮助教育促进社会公
平，保证每个人都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使教育成
为推动包容性发展的强大动力。 （据《经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