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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中，学生的童年生活
即将结束，开始向青春期过渡。

青春期的孩子，身体的发
育速度要快于心智的成熟速
度，于是，不少家长变得越来越
看不懂孩子，于是“初二现象”
让家长头疼、烦恼。如果此时，
家长还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孩子
的学习上，而忽略了孩子的心
理成长的话，亲子关系失和的
概率将大大增加。

如何与青春期的初中生相
处？如何配合学校工作，让孩
子学习、身心成长两不
误？如何培养出快乐
的初中生？教育大
讲堂第五十三讲，
市实验中学校长刘
桂宾将为您讲解。

时间：9月21
日（周六）9：30

地 点 ：市 实
验中学厚载门校
区（洛阳新区政
和路与厚载门街
交叉口东北角）

无须预约，免
费听讲。前10名
签到者可获得本刊
赠送的《真的不是
孩子的错》家教书
一本。

教育大讲堂
第五十三讲预告

●栏目主持人
杨寒冰

●联系电话
13838833119

●QQ：1294209925

家校共育
培养快乐的初中生

□记者 杨寒冰

9月初，教育部公布修改后的《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
其中低年级不写作业、高年级少写作业被广泛质疑——

□记者 杨寒冰

小学生不写或少写作业
能行吗?

不留书面作业并不
是不留作业了，市实验
小学校长李青青说，老
师会给学生留一些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
学生动手能力的作业，
把学生的兴趣点、关注
点从课内拓展到课外，
如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

办手抄报，与同学组成小组
探讨相关课题等。

不 留 书 面 作
业，对老师来说，不
是负担减轻了，而
是要求更高了。
老师不仅要让学
生成为课堂的主

人，自主学习，而且
要省出时间，让学生
进行随堂练习，因为一
定量的写、算练习对小
学生来说是必须有的，
这些基础性的作业必
不可少，只有课堂效率
提高了，才能实现不给
学生留书面家庭作业
的目标。

很多家长反映：为什么孩
子小的时候看着很有灵性，
越长大越不聪明了呢？原因
是什么呢？有教育专家说，
孩子的大脑就像一个存储
器，存的知识越多，剩余空间
就越小，运行就越慢。

李青青也讲了一个她在
教学实践中的故事。让一年
级的孩子们比较1/3和2/7的
大小，孩子们没有学过分数，
但是，他们想出了 20多种比
较的方法。比如，一张饼三个
人分，每人得到的就是1/3；两
张饼6个人分，每人得到的也
是1/3，但是还有一个人没有
分到饼，其他6个人都得分给
他一点饼。于是，孩子们得出
结论：1/3＞2/7。

同样的题目，给五年级的
孩子，他们只会用一种方法，那
就是通分，7/21＞6/21，得出
1/3＞2/7。

知识学得多一点没有错，
但是，只会学知识，创新思维
就会被抹杀了。因此，在小
学阶段，孩子们更需要的是
在实践中体验，在活动中释
放，学会学习的方法，成为会
学习的人，而不是成为只会
学习课本知识的机器。

教育部的“减负新规”是直奔中
国基础教育的现状而来，是为了解
放孩子的头脑、解放孩子的身心。

小学阶段是打基础、埋种子的
阶段，学校、家庭应该为孩子提供广
阔的体验空间，更多的体验机会，让
孩子在体验中将根基打得更加深
厚，长大后，才能有更多学习的冲劲
和动力。

李青青说，市实验小学就是按
照“减负新规”的相关内容来做的，
比如低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高
年级作业总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以
内，而且实行分层作业，不以学生成
绩分层，而是根据学生的不同兴趣
进行分层，比如留三四道拓展题，学
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做。

课余的时间，学校鼓励孩子进
行各种各样的体验，如寒假开学后，
学校会有书法节、贸易节，暑假开学
后，学校会有读书节，学生会利用假
期练习书法、了解书法知识，动手制
作手工作品，大量阅读课外书籍……
这些准备工作，也算是家庭作业，但
是学生们很爱做，也愿意做。

一位高中校长说，他们学校考
入名校的学生大部分是从素质教育
开展比较好的小学毕业的，小学教
育功不可没。据个别抽样统计，在
升入洛一高的学生中，素质教育开
展较好的小学毕业生占了大半，但
是，这些学生升入初中时，成绩并不
靠前。

李青青认为，作为负责任的老
师或有远见的家长，就应当将关注
点放在孩子的12年后，甚至更长远
的时间。

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中
的基础，写作业只在学生身
心发展中占很少一部分，
还有更多的领域需
要我们关注。

8月底，教育部公布《小学生减负十
条规定》征求意见稿，消息一出，争议一
片。9月初，教育部公布“再次征求意见
稿”。虽然作了修改，但还是不被普遍认
可，被质疑最多的是：一年级至三年级不
留书面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
书面家庭作业总量控制在1小时之内。

教育部的新规，可谓把关注重点
放在了学生的终身发展之上，但是与
当前家长、社会对学生的关注重点发
生了矛盾。其实，家长不妨沉下心
来，将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思路可能
就与教育部同步了。

不留书面作业≠不留作业

学的知识越多
创新兴趣越低

全课程打基础
学生发展有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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