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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记者 刘亮 实习生 李烨婷

不考试、不写书面家庭作业、不补课，看到这些，小伙伴们
估计要惊呆了：我们的春天来了！

近日，教育部拟定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
（下称《规定》）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内容涉及阳光入学、均
衡编班、规范考试、等级评价等内容，其中的几项内容引发人们
热议。就此，洛阳晚报记者于昨日走访了我市部分学校和家
长，听取他们对此的看法。

教育部发布《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内容包括小学一到三年级不考试、
取消百分制等内容，引发热议，有家长表示

不留作业可以有 取消考试有点难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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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一名网友说：“别逗了，中
考、高考不是还在后头吗？竞争只会
更激烈。以为这样就能还孩子童年了
吗？殊不知还有很多补习班在等着他
们，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做法。”

王永民认为，学校一直在给孩子

减负，但压力转嫁到家庭教育上了。
补习班的火热和应试教育的评价体系
不够科学不无关系，非智力因素得不到
重视。“减负”这两个字已经提了很多
年，为何效果一直不好？王永民举例
说：“小升初依然竞争激烈，想上好学校
就要有高分数，家长也是没办法，硬逼
着孩子上补习班，导致孩子厌学。”

如果您对《规定》和“学生减负”有
看法和建议，不妨@洛阳晚报，和我们
进行交流。

规定：小学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可布
置一些适合小学生特点的体验式作业。

看法：一名上小学三年级的学生
说：“不写作业的话，恐怕要一直留级
了。”其母亲李女士表示，她平时尽量
不让孩子在家做作业，她认为，给孩
子更多时间去培养和塑造人格更有
必要。

王永民说，可提倡少留作业，但因

学生要牢记和巩固知识，所以不能不
留作业，可在作业时间上进行限制。
陈宗平说：“很多重复性的作业会给孩
子压力，引起他们的叛逆心理，但落实
体验式作业这项规定很难，教师和家
长有让孩子做作业的惯性思维。”不
过，王永民和陈宗平都很赞同体验式
作业的提法。他们认为，体验式作业
的效率要高于书面式作业。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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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全校统一考试外，不得安排其他
任何统考。

看法：“这项规定操作起来有点困
难，有些学校还是会以别的名义进行
统考，主要原因是咱们还面对着应试
教育的阻力。”陈宗平说。对此看法，

不少市民也表达了相同的意见。李先
生的孩子今年上小学二年级 ，他表
示，现在不考试，早晚还是要考。

王永民称，不要把考试当作一种
硬性评价标准，考试是一种反馈。通
过考试，学生可了解自己掌握知识的
程度，教师则可改进自己的教学方
式，“考试不是标准，但具有很好的评
价功能”。

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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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法：市民王女士说，每每和同事
聊起孩子的学习成绩，只要自己的孩子
比别人家孩子少考几分，心里就不太舒
服。洛龙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王永民
认为，对正处在成长过程中的孩子来

说，相对模糊的等级评价效果要好于准
确的分数评价。

涧西区安徽路小学校长陈宗平
说，用分数进行排名是对学生的一
种激励，但无形中会对学生进行隐
形定格。“教育部一直在提素质教育
和全面发展，目的就是培养孩子如何
做人和健全的性格。”陈宗平说，使用
等级评价，对孩子进行激励是一种好
的方法。

等级评价对孩子成长更有利

不考试？实现起来有点难

体验式作业效率高于书面式作业

“减负”要重视非智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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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当时的国家教委发布
规定，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

● 2000年，教育部再次下发《关
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
通知》，要求“切实把小学生过重课业
负担减下来”。

● 2004 年，教育部再次提出新
形势下的减负措施——“五坚持、五
不准”，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中

小学严格执行，其中就包括了坚持义
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律实行免试
就近入学，不准占用学生休息时间组
织集体补课等规定。

● 2010 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减负”
作为教改的重要目标。

● 2011 年的全国两会上，“减
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小学生漫长“减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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