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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开学季

有无良方治得了“校内减负校外补”的尴尬？

（（资料图））

中小学陆续开学， 各地纷纷采取
切实减负措施下 ，学生回到学校开始
新的生活 。 不过 ，学校减负腾出的宝
贵时间也面临被一些辅导班和课外

作业“抢走”的情况。 究竟该从何处着
手 ，才能更好地解决 “校内减负校外
补”的尴尬？

孩子开心：
开学就减负，收到“大礼包”

新学期伊始，不少学生发现，迎接
他们的是学校送上的“减负礼包”。

3 月 1 日早上 ， 记者在长春市春
城学校门口看到， 老师在给学生们发
“开学红包”， 里面写着 “免写一次作
业 ”“自由换一次同桌 ”“睡一次懒觉 ”
等“福利”。

刚开学 ， 上海市教委就给全市
中小学生送上定心丸———开学两周

内不得组织纸笔测试 ， 学校要帮助
学生摆脱 “假期综合征 ”，培养学生
良好心态 。

南昌市要求小学低年级不布置书

面作业，严控高年级作业量，小学老师
不得通过微信 、QQ 等方式留作业 ，停
用、卸载增加学生课业负担的 App。

长春市中小学校实行弹性作业 ，
给孩子更多选择权。 听课效果越好，写
的作业就越少， 以此鼓励学生重视课
堂。一些小学利用“三点半课后服务”，
组织学生在校完成作业， 老师随堂答
疑，免去了家长陪护批改作业的焦虑。

“作业少了、空闲多了”，孩子们既
有对轻松开学的期待，也有从“一补到
底”的假期中“逃离”的快乐。

上海某中学初二学生小唐告诉记

者， 他的寒假补习从放假第一天就开
始 ， 一直上到开学 ， 只有过年休息 7
天， 每天上课和做作业时间有五六个
小时。

长春市某小学四年级班主任吴老

师统计发现， 全班假期参与校外补课
的人数占了 89%， 其中 23%的孩子上

了三门以上的辅导班。
“轻课内、重课外是我最担心的情

况。 ”长春市解放大路小学教师马伟东
说， 她发现一些学生互相抄袭课内作
业，却花更多时间在写课外练习册上。

这种 “课内五分钟 ，课外十年功 ”
的怪象，让学生减负的获得感就像“龙
卷风”，来得快去得也快。

家长忧心：
怕孩子掉队，学生负担“反复发作”

记者采访发现， 学校减掉的负担
为学生参加辅导班腾出了空间， 宝贵
的课余时间成了一些培训机构“围猎”
的目标，“校内减负，校外补”成了开学
季较为普遍的现象。

南昌市邮政路小学副校长胡中玉

说，学校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教学，而一
些知名民办学校的“小升初”考试主要
考奥数和英语，知识量远超教学大纲。
为了让孩子通过考试， 一些家长不淡
定了，给孩子报各类辅导班。

“家访中，很多家长都说别的孩子
在上辅导班，我们不上怕跟不上。 ”南
昌市站前路小学云飞路校区教师甘密

说，有的家长完全不考虑孩子的基础，
语文、数学、英语等辅导班一股脑先报
上再说。

“学围棋逻辑强”“学音乐开发思
维” ……商家的宣传让诸多兴趣班也
蒙上功利阴影， 而兴趣班组织学生参
加各种考级、 考证， 为综合素质评价
“争分”， 则让兴趣课程也成了应试项
目，变得索然无味。

不少家长盲目跟风报班，以至于一
些孩子的兴趣班多达七八种，却样样都
不感兴趣。“为国画考级，被逼每天画几
个小时，连学美术都是负担！”长春市一
名正在备考的小学生表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吴遵

民表示， 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宣传营造
“鸡血”教育环境，如强化应试提分、题
海战术，超前超纲教学。 不少家长急功

近利，不从孩子自身实际出发，盲听盲
信课外 “加压 ”等 。 但究其根本 ，还是
“分数至上” 导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多元评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专家交心：
与其孩子多补课，不如家长先学习

为了真正实现减负，一些学校在开
学期间举办家长大课堂，从心理上缓解
家长焦虑。

正值开学， 记者在长春市明德小
学家长培训会上看到， 家长们围着主
讲人，咨询开学该做哪些准备。

明德小学副校长林可表示， 学校
教育是按照孩子的发展规律、 根据学
生的接受能力安排课程， 家长应学会
做“智慧家长”，重视孩子的课内学习，
打好基础再拓展课外。

吉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会长孙健

在网络电台直播了上百期家庭教育公

益课程，近日他接到了大量家长咨询：
“学校减负，孩子大把的课余时间怎么

办？ ”甚至出现了“谁减负谁吃亏”的抱
怨。 家长咨询最多的是“什么手段能让
孩子学习好”，却忽视了教育理念的学
习。 “与其让孩子补课，不如家长先学
习。 ”孙健说，建议政府、学校及媒体为
家长多开设公益培训。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

认为， 各地治理校外培训机构取得了
一定成效， 今后需加强对校外培训机
构教育行为过程的规范， 检查并遏制
其“抢跑”、超前教学的不当行为。 要组
建专门监管队伍， 形成校外培训市场
综合执法力量，通过协同合力，弥补教
育执法力量的不足。

“从长远看 ，减缓义务教育阶段
的升学竞争 ， 应深化高中阶段的教
育改革 ， 适时提出高中教育均衡发
展和多样化发展的目标 ， 深入改革
考试评价制度 ，构建一种低竞争 、低
控制 、低评价的新教育生态 。 ”杨东
平说 。

（据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