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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宫西路小学副校长吴
菲表示，她赞成这项减负规定，
学校先前就已规定对一年级和
二年级的学生不布置书面式家
庭作业，觉得年纪小的孩子更
适合在玩中学习，以培养孩子
的创新思维。

面对不少家长的担心，唐
宫西路小学教师董灵民表示，
低年级孩子需要学习的知识并
不多，所以会配合孩子们进行
一些不打分、不排名的课上练
习或听写，帮助学生巩固知识。

“不布置书面式家庭作
业，是为了增加孩子课外活动
的时间，开阔孩子眼界，建议

家长帮孩子规划好时间，而不
是放任他们回家后看电视或
做无意义的游戏。”董灵民说。

安徽路小学也从去年开
始不对一年级至三年级的学生
留书面式家庭作业了。在全校
对“减负十条”进行学习和实施
后，副校长胡曼琪有些担心，校
园内减负了，校园外的情况也
许并不乐观。在如今中招、高
招都是择优录取的考试制度形
势下，学校压力减小后，很多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会不放心，
为了使孩子更加优秀而报更
多的补习班或兴趣班，这样反
而增加了学生压力。

教育部公布“减负十条”，“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是其中之一

回家后，孩子还写书面作业吗

□记者 程芳菲/文 张斌/图

昨日上午，在洛阳豫剧
院地下排练场，50多名演员
及乐队演奏人员正在认真
排练大型古装豫剧《盘夫索
夫》，该剧将于7日晚登上新
区歌剧院的舞台。

《盘夫索夫》最初是越
剧剧目，讲述了阎兰贞盘
夫、盼夫、索夫、救夫等一系
列行为，讴歌了阎兰贞出淤
泥而不染、申明大义、忠于
爱情的高尚情操。在20世
纪80年代初，著名豫剧表演
艺术家阎立品成功地将该
剧目“移植”为时长近三个
半小时的豫剧剧目。

由于该剧目的时间较
长，对主要演员的功力、体
力等各方面的要求都极为
苛刻，近些年，省内剧团几
乎都没有排演过《盘夫索
夫》。为了不让精品剧目淡
出戏迷的视线，洛阳豫剧院
的创作团队用了近2年的时
间重排该剧。

为保留“阎派”艺术的
原汁原味，洛阳豫剧院在
对剧情结构进行调整和压

缩的同时，取“阎派”艺术
的表演特色，保留“阎派”
艺术的唱腔特点，使新排
的剧目更加符合观众的审
美需求。

该剧目经过改编，人物
形象更加饱满，特别是在

“盘夫”时运用一系列的
抛、洒、旋、抖等水袖功，淋
漓尽致地表现出当时严兰
贞进退两难的矛盾心理，
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
传神。

在舞台表演方面，该剧
目采取“老戏新演”的表演
方法，并充分借鉴、运用了
越剧、黄梅戏等剧种的表现
手法，唱腔柔美委婉，表演
生动别致，剧情节奏紧凑，
耐人寻味。同时，清新典雅
的舞台艺术风格也将给观众
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洛阳豫剧院的相关负
责人表示，目前，这部由洛
阳豫剧院副院长、党支部书
记，国家一级演员陈大华领
衔主演的《盘夫索夫》已经
进入了紧张的排练阶段，将
于7日晚在新区歌剧院进行
首场演出。

老戏新排，
《盘夫索夫》周六上演□记者 寇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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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底，教育
部公布的“小学生减负十
条规定”（以下简称“减负
十条”）征求意见稿一发
布，就引起家长和教育界
热议。

新学期开学后，洛阳
的小学生还写书面家庭作
业吗？昨日，洛阳晚报记
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这两天，我市一些低年
级的小学生一进家门，最先要
和父母们分享的喜悦话题，可
能就是“今天没作业”了。

9月2日，洛阳市第五十
五中学小学部二年级的一
名学生说，开学第一天，不
知是否受到“减负十条”的
影响，老师们没有留书面式
家庭作业。

昨日，记者向天津路小
学、市实验小学、唐宫西路
小学、西工区实验小学等学
校的学生家长咨询，发现部
分学校已开始实行“减负十
条”，没有布置书面式家庭
作业，而是以课外阅读、帮
家长做家务等来代替。天
津路小学一名三年级学生
说，他当天的作业不再是抄
写生字词，而是写日记，相
比上学期，已经少了很多。

“是不是因为刚开学，
还没开始学新课文才这样
的呢？”听说老师不留作业
了，一名家长思索道。

刚开学，
部分学校不再布置
书面式家庭作业

对于这一情况，市民薛女
士并不支持。

“减负其实更应该从家
长入手，少给孩子报些补习
班。”她说，孩子以前需要写
的作业本来就不多，学习的
课本知识主要来自学校，回
家如果一点儿作业都没有，白
天学习的功课很容易就忘了，
家长也没法了解孩子的学习
情况。对于“减负十条”中“一
年级至三年级不举行任何形
式的统一考试”这一条，薛女
士觉得，没有考试，老师不容

易掌握学生的薄弱点，不能
从错题入手进行教学，也不
合适。

不过，不少家长都赞成不
留作业。某四年级学生的家
长刘先生觉得，即使学校不留
作业，父母也会注意孩子在家
的学习情况，一年级至三年级
的孩子年纪小，在玩益智游戏
中学习最好不过了。

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更多
的家长赞同薛女士的看法，认
为有必要留书面式家庭作业，
只要少留一些就行。

没作业，有人喝彩有人忧

担心：校内减负，校外担子重了

陈大华（女）等在录音棚里练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