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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核心提示

“无作业日”也好，“绿色通道”也
罢，大多数家长对这样的改革之举大加
赞赏。

“现在小学生的作业越来越多，每天
稍微玩一下，就要做到晚上11点，让人看
着都心疼。有的数学题连我这个大学毕
业的都辅导不了。”家住天河区的吴先生
大发感慨，他的儿子上小学六年级，作业
多不说，还都是机械、重复的内容，“比如
语文，要求从一段文字中找出几句话，你
说这有什么意义？”他很羡慕华阳小学和
东风东路小学的孩子。

同样怀抱羡慕之情的一名家长抱怨，

今年刚上一年级的女儿除了要完成老师
布置的作业，还要做课外习题和预习书
本，少年宫绘画课也有作业。“我觉得老师
布置作业应该求精不求多。比如一年级
的数字、拼音练习保证质量地完成1到2
页即可，而不是必须完成10到15页的数
量。”他感慨道，教育要改革，不改革，孩子
就没有快乐。网友“biyideng2004”诉苦
说孩子的基本睡眠实在无法保证。

“不做作业不行，作业太多也不行。
只要孩子在特定的时间认真去做作业就
行了。”东风东路小学的学生家长曾先生
对学校的做法很满意。

□据《人民日报》

小学生张耀轩下午放学后回到家，匆匆扒
拉几口饭就跑去上课外网球课了。晚上8点半，
他一脸倦意地回到家。时针指向了 9 点半，可
张耀轩还在奋笔疾书赶作业。“先去睡吧。”妈
妈走过来催促他睡觉。张耀轩欣然丢掉手
中的笔，回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张耀轩带着未完成的作业，
来到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将一张字条
交给了班主任邓老师。邓老师阅毕，竟然
一句批评也没有。

这张字条有怎样的背景？其实，上
面只有张妈妈写的一段话：尊敬的邓老
师，非常抱歉！我的儿子张耀轩因为晚
上参加网球训练而推迟了做作业的
时间，直到9点半仍未完成……

这样的“特权”并不只有张妈妈
拥有，华阳小学任何学生的家长都
可以给出这样一张“特赦”字条。
学生没完成作业，凭父母字条就
可免于挨批受罚，这种事情在广
州部分小学真实存在。这一场变
革的扳机，正由“弹性作业”制扣动。

作业如何有弹性？“弹性作业”
制能否让泛舟题海、叫苦连天的莘
莘学子重返快乐彼岸？

广州部分小学出台“松绑令”，试行“弹性作业”制——

晚上9点半，你家孩子睡了吗？

“您可以根据您和孩子的需要自行选
择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如果少做或不做
作业时，请及时写一张字条或发一条短信
给老师即可。”最近，广州东风东路小学学
生的家长收到了班主任的“特赦”短信，学
校作业不再是“必修课”，变成了“选修课”。

这样极富人情味儿的作业令，源自“弹
性作业”的制度改革。

东风东路小学的“弹性作业”制度，可
溯源到2009年“无作业日”的尝试。学校
规定，除了双休日，学生每周还能享受一天

“无作业日”，届时语文、数学、英语三科的
老师都不会布置家庭作业。

类似的改良同样在广州华阳小学落地生
长，一条“作业绿色通道”向全校学生敞开：一、

二年级原则上不布置书面作业；三、四年级
三门主课书面作业总量不超过45分钟；
五、六年级三门主课书面作业总量每天控
制在1小时内。学校、家长共同确保孩子每天
的家庭作业在晚上9点半之前完成；如由于作
业过量或其他特殊原因，学生在晚上9点半
前仍未完成当天作业的，家长可以书面说
清理由并签字，让孩子第二天交给老师，由
老师决定未完成的作业是否补交或免交。

为了鼓励全班同学集体高质量地完成
作业，华阳小学也借鉴了“无作业日”的设
立——如果全班同学本周表现很好，比如
拿到了流动红旗或作业完成得都很好，老
师会选定一天为“无作业日”，同学们当天
就可轻装回家。

去年的一个场景，在华阳小学原校
长、现天河区教育局副局长王建辉的脑
海里始终挥之不去——一场令老师和
家长“双满意”的校园演出，却激起台下
孩子的连声抱怨：“每次演出都是那些
同学，真没劲儿！”“坐在大操场里动也
不能动，无聊透了。”

王建辉感到震惊，校园是学生的校
园，千万不要用成年人的标准设计它，“教
育的全部秘密就在于激发孩子的自主愿
望，通过巧妙引导，让他们学会自己安排
自己的时间，处理自己的问题”。

“作业绿色通道”的实施，远比减负初
衷要来得一箭“多”雕。“孩子自我管理能
力得到了提升，现在绝大多数孩子都用不
到‘绿色通道’，他们既能按时完成作业，
又能参加不少课外活动。”华阳小学副校
长陈丽霞说，“这项措施也倒逼家长更关
心孩子的学习，家长总不好意思老给老师
写说明书，自然会主动帮助孩子合理安排

时间。”
这项措施，对老师的教学设计而言也

是一个不错的“诊疗器”。华阳小学六年
级二班的班主任邓燎坦言：“如果很多学
生都不能在9点半前完成作业，说明你布
置的作业太多。”以往老师布置作业时基
本不会去想布置得是否合理，现在学生完
成作业的情况促使老师去提高作业设计
的能力，力争布置“少而精”的作业，“向40
分钟要效益”。

减负之后，学生的学习成绩会不会受
到影响？“很稳定，没什么变化。实际上做
作业的时间和学习成绩并不成正比，有时
候休息得越好，学习效率还越高。”邓燎
说，11月进行的广州市小学生语文能力竞
赛，前10名中有2名来自华阳小学，该校
的成绩是天河区最突出的。

“这项措施是不让作业成为孩子们的
负担，突破‘唯成绩论’的陋观，从而保证
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陈丽霞总结。

弹性制度一箭三雕，学生、家长、老师都获益

做作业有了“截止时间”，只能写到9点半

试水学校依然有限，更多学生仍在题海挣扎

素质教育热热闹闹地谈了多年，一直
局限在搞点特长、看点课外书的小打小
闹。广州部分小学的探索，算是有了一点
实质的进步，但在现行制度下前途未卜。

众所周知，不突破应试教育的藩篱，
不会有真正的素质教育。但当制度、观念
层面尚未改变时，也并不是无可作为。广
州“弹性作业”制的实践说明，我们至少可
以先从教育科学的构建开始。

教育是门科学，竞争的需求再强烈，也
必须按规律办事。就算是为了分数，作业
也不是越多越好，学习的时间也不是越长

越好。目前，无论是教育科学还是主管部
门，对如何布置作业，都还没有一个可供参
考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实践指导。大多数老
师和家长认为，要让学生学习好，考出好成
绩，就一定要多做作业，多考试，多练习，为
此牺牲课外活动时间甚至睡觉的时间也在
所不惜。而当前作业科学化、合理化的努
力，还只是少数学校老师的丁点摸索。

如何补齐我们在素质教育理论研究
上的短板，特别是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对中
小学教学实践的切实可行的指导上，我们
真的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素质教育不能总是“小打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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