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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错一道题要抄课文 10 遍，才小学三

年级就没有晚上 11 点前睡过觉，不知道这

样的作业意义在哪里？”近日，家长杨女士

忍不住在微信朋友圈吐槽。

一石激起千层浪，吸引了不少宝爸宝

妈留言，大家纷纷诉说自己孩子遇到的无

效作业，评论区成为“比惨现场”。

记者调查发现，被家长视为无效作业

的情况并非偶然存在，部分家长为了完成

任务用上十八般武艺，还有家长坦言“敢怒

不敢言”。

错一罚十 家长质疑效果何在
“从晚饭后就坐在书桌前，两个小时没

挪窝，一直喊手酸。”谈起孩子的作业，杨女

士满腹牢骚。

一问才知道，女儿小柳因为随堂小测

试错了一道题，被罚抄课文 10 遍。虽然这

篇课文不长，但对于不到 10 岁的孩子来

说，负担还是不轻。

让杨女士闹心的是，这种罚抄作业已

经不是第一次了。尤其女儿写字速度较慢，

每次遇到罚抄，都是含着眼泪完成。

“难道只能通过罚抄来达到记牢的目

的？是不是只用做一门作业就行了？”用杨

女士自己的话来说，这类罚抄作业属于“低

端、无效作业”，甚至直言“没有效果”。因为

各种罚抄，小柳一周出去玩的时间几乎没

有了。

无独有偶。家长龙女士也遇到过这样

的情况，孩子班级的班主任实施“集体荣誉

制”，即一人犯错，全体罚抄。少则两遍起

步，也出现过一首古诗和译文罚抄 5 遍的

情况。

“班主任为了培养他们集体荣誉感，心

情可以理解，但对于孩子来说，这种作业真

没必要。”龙女士也曾跟班主任沟通过，但

得到了“有些孩子在学校就完成了”的回

复，她只能把到了嘴边的抱怨又咽了回去。

为了两边都不为难，她选择自己来

抄。“我觉得是种无声的抗议吧，毕竟家长

和孩子的字还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她无

奈地说，如果是抄美文或者是好词好句，孩

子还能得到积累，这种机械式的抄课文，占

用了孩子大部分时间，效果更偏向于惩罚

意味。

记者走访的 50 名家长中，绝大部分家

长的孩子都遇到过罚抄作业。不到二成的

家长选择“硬刚”，为孩子向老师说不。超过

二成家长会找老师沟通，说明不能完成的

实际情况。近六成的家长则表示选择默默

忍受，理由是不想让孩子在老师面前留下

坏印象。

家长选出“最厌恶作业前三名”
“小时候写作业的是一批人，没想到长

大了写作业的还是这批人！”家长王女士忍

不住自嘲。

王女士是一年级小学生的家长，儿子

进入小学之后，各种手抄报作业让她烦不

胜烦。作为一名职场妈妈，她感慨如今孩子

上学已经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老师布置

作业的对象也不仅仅是学生，很多作业由

于难度较大，孩子参与度不高，最后又变成

家长的事。

她告诉记者，从收集素材到最后完成，

一张手抄报至少需要两个小时，这占用了

很多父母休息的时间。有些临时布置的手

抄报，因加班而晚归的父母只能熬夜帮着

做。

“每逢节假日或特殊节日，手抄报必在

其中。”家长陈先生也有话说。他认为，对于

三年级以下的孩子来说，想要独立完成手

抄报难度很大，尤其是学校布置的旅游、航

天、科技主题等，自己就读于一年级的孩子

知识面尚窄，为了交出一份像样的作业，只

能替代完成。

在他眼里，一份孩子参与度较低的手

抄报作业，还不如去外面跑几圈锻炼身体

来得实在。

除了罚抄和手抄报，家长吐槽很多的

作业还有频繁的打卡作业。记者调查中，这

三类作业成为最受家长厌恶作业的前三

名。

“阅读打卡、劳动打卡、体育打卡、看电

影也要打卡，每天在班级群里就是各种接

龙。”家长刘女士说。

刘女士的孩子今年初一，每周都有各

种打卡作业。比如一项劳动作业，开始前要

用手机“咔”一张，过程中、结束后的成果都

要有影像资料，有时候效果不好，还要让孩

子再来一遍，颇有摆拍意味。还有阅读课外

书目等作业，名目繁多。

最让她烦心的是，这种看似自愿的打

卡，实际上老师都很看重，隔几天就会把结

果发到班级群里。她已经习惯了每隔一会

儿，就会机械性地在 QQ 和微信两个 App

上进行切换，生怕自己遗漏了什么重要的

通知和内容，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就会采

取应付式打卡，即不管效果如何，先照张照

片上传再说。

采访中，不少家长反映，手机作业越来

越频繁，很多都要求用家长的手机注册，学

生打卡也基本上只有靠家长在家才能完

成。对于上班族家长来说，如果回家太晚，

没有及时打卡，孩子就有可能被老师点名

批评。而且，对于父母不在身边只能靠爷爷

奶奶来完成的家庭，负担更重。

拒绝低质量作业
期待高质量课堂

“其实，家长不是抵抗作业，反感的是

低质量作业。”家长牛先生表示，虽然此类

无效作业存在，但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还

是有很多“红榜”学校和教师，通过高质量

课堂和作业让学生学得轻松、愉快。

采访中，有些家长分享了教师的好办

法。比如，一名初三学生的化学老师，自己

录制了音乐小视频，将化学元素的名称融

入歌曲中，让学生轻松记住元素表。还有历

史老师将重大历史事件编成朗朗上口的顺

口溜，成为学生争相效仿的对象。

“希望能根据不同学生提供分层作业，

减少无效和低效作业。”不少家长也建议，

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因材施教提

供不同作业供选择，避免学生应付式完成，

达到更好的检验效果。

错一道题抄课文10遍，各种打卡备受折磨……

无效作业，做还是不做？
少些形式主义

多些“自选”项目
孙晓静

错一题罚抄 10 遍，不管效果如

何，只要打卡就行……这些家长口中

的无效作业，无疑都有共同特点，那

就是简单、粗暴。

不可否认的是，教师布置作业的

初心是好的，但遇到无效和低效作

业，写还是不写？真是个难题。

事实上，我市教育部门早已出台

相关规定，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尽量做到小学作业不出校门，初中作

业不超纲，高中作业不越界。小学一、

二年级要做到书面作业“零布置”，四

至六年级学生的作业需在 60 分钟内

完成，初中学生作业则不得超过 90分

钟。

但不可否认的，部分教师在实际

教学中并没有参照这种标准，有些甚

至“走火入魔”，想通过反复的练习和

抄写达到“记牢”的目的。

教育是长跑，不是一件一蹴而就

的事，也不能用分数来做指挥棒。我

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适当布置一些

作业是必要的，但过多的作业只会增

加学生的压力，甚至导致学习的兴趣

丧失。过多的作业还可能导致学生马

虎敷衍，甚至选择在网上抄答案，培

养出一些不良的学习习惯。

作业，关键在“质”，不在“量”，希

望能少些形式主义，多些“自选”项

目，这样才能获得家长与学生的认

同，更好形成“家校社”合力，共同助

力学生成长成才。

家长对无效作业的吐槽，即暴露

了部分教师教学本领不足的本质，也

反映了他们期待高质量课堂的内心。

破三千荆棘，展鸿鹄之志。中考已进入百天倒计

时，3 月 11 日上午，天元区隆兴中学操场上鼓声雷动，

中考动员大会拉开序幕。通过学生代表和老师们共同

种下一棵心愿树和全体学生激情跑过成功门等充满

仪式感的活动，让师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中考备

考中。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王鹏 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王芳芳

发展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近年来，

荷塘区教育局坚持党建引领，按照不断创新“党

建+”引领模式，推动党建与教育的深度融合，指

导学校开展送教上门服务。据统计，2023年，辖区

共有 58 名党员干部和教师志愿者，为 12 名无法

到校接受义务教育的少年儿童提供送教上门服

务，服务达 198次。

择优选派“联”起来
为做好送教上门工作，荷塘区择优选派思想

觉悟高、业务能力强、富有爱心和责任心的党员、

教师组建志愿团队。团队采取一名校级领导、一

名党员干部、多名教师的“1+1+N”送教模式，每

月送教次数不少于 2 次，建立与送教孩子家庭持

久性的联系。

晨荷小学李爱华就是其中一员。一来到孩子

家，她就径直走进孩子房间，熟练地抱起孩子，脸

贴着小脸，一边与孩子轻柔交谈，一边抚摸孩子

的手脚，对他进行康复按摩。孩子扬着小脸，对李

老师露出久违的笑容。

做一件事情容易，坚持做一件事很难。据了

解，李老师参与志愿服务已达 6 年，已经成为孩

子眼中不可或缺的“亲人”。

在荷塘区，像李老师一样长期坚守的例子还

有很多。无论是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是在乡村小

路，都曾留下志愿者们送教的身影，他们慎终如

始，用行动诠释“为爱坚守”。

精准实施“帮”起来
学生的特殊性，决定了学校通用的教育方案

无法实施。于是，各学校党支部通过前期与家长

交流，了解孩子的家庭成员、成病原因、治病经

历、生理状态、生活习惯等相关情况，在专业人士

的指导下，有针对性地对孩子制定教育计划，帮

助孩子不断进步。

小林自幼智力发育不完全，13 岁的他还不

能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小林妈妈因为孩子脑

部发育问题，一直为孩子难以生活自理而焦虑。

仙庾中心学校党支部根据孩子的特殊情况制定

了特定的教学计划，重点培养小林的生活能力。

他们从生活技能开始教起，一遍又一遍，周

而复始，小林终于学会了认识开关等基本生活常

识，生活自理能力慢慢提高。每一次看到送教老

师，小林都开心地手舞足蹈，用最本真的动作和

语言回应对老师们的感激和喜爱。

汤同学身体发育萎缩，头部、手脚的骨骼明

显比常人纤细，吃饭喝水都需人喂送，感知能力

弱，逻辑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差。

明照小学党支部为汤同学配备了生活语文、

生活数学、生活适应能力、绘画与欣赏、康复训练

课程。通过几年如一日的送教学习，他的认知和

感知能力有所提高。家人说，孩子已学会了几个

简单的字音，认识了几种常见的颜色、蔬菜、水

果、交通工具等。而且在家人的协助下能配合穿

衣、洗脸、洗手、如厕，逻辑思维能力、语言交往能

力方面有了提高，能与人简单沟通。

落实责任“推”起来
为避免送教上门流于形式，荷塘区教育局要

求学校制定送教方案，明确工作职责，加强考核

力度。同时，指导学校建立送教档案，做到”一人

一档”，主要包括学生评估资料、送教上门的各类

记录等。此外，还要求学校关注学生动态发展，定

期商讨施教课程，推动送教工作系统化、专业化、

长效化。

下一步，荷塘区教育系统将继续基于“党

建+”品牌，及时总结完善送教方式方法，发挥党

员模范带头作用，让学生和家长感受到党的关

怀，让适龄残疾儿童享受教育公平和感知多彩世

界，托起“折翼天使”的翅膀。

党建引领办实事

荷塘区：送教上门 为爱坚守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丁笔令） 3 月 6 日，

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相关负责人来访湖南汽车工程

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湖汽职院），双方就提升职业教育国际化办

学水平开展了交流。

湖汽职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尹万建就该院办学情况作了详

细讲解，并提出在马来西亚和中国签订的《教育合作谅解备忘

录》框架指导下，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创新职业教育国际交流

与合作机制，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通过双方共同合

作，做好“芙蓉汽车学院”“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国际人才培训

基地”相关工作，相互输出国际化课程体系，共享汽车等方面的

教育培训资源，推动海外职业技能培训和认证等相关工作开展；

提升双方职业教育国际化办学水平，为双方师生提供短期的人

文及语言文化学习交流机会，互促办学质量提升。

3月 7日，该院还组织访问团先后考察了株洲中国动力谷、北

汽株洲分公司、中车时代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地，就汽车产业

发展及汽车应用场景开展现场交流。3月 8日，访问团分别与该院

车辆运用学院、车辆工程学院就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建设、智能汽

车专业建设展开了详细研讨，并就下一步合作细节达成了一致。

双方就专业培养工作进行现场交流。通讯员供图

共同提升国际化办学水平

马来西亚高校访问湖汽职院

近期，湖南工业大学组织开展“学雷锋·爱工大”志愿服务文

化活动，350 余名青年志愿者利用休息时间，走出校门、走进社

区，进行服务活动，如计算机学院志愿者开展给电脑清灰、手机

贴膜等服务活动，获得大家的称赞与好评。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陈驰 摄

青年志愿者
走出校门义务服务

开学后，这所小学
做了“两件大事”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通讯员/
贺淼） 近日，市二中附属第三（南洲）小学热闹

非凡，该校启动第四期亲子成长学院家社导师

聘用制，同时将科技专家请进校园，为全体学

生送上一堂精彩的科技课。

“很荣幸能被学校聘为家社导师，我们将

共同做孩子的引路人，为他们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2101 班刘蕊熙的妈妈仇冰是此次

家社导师代表，她点赞学校的家校共育工作。

据她介绍，在前三期家社导师与学校的共

同努力下，孩子在学校养成了良好的学习、生

活习惯。学校为家长搭建沟通的桥梁，发挥家

长的专业特长和余热，帮助更多孩子成为礼让

互助、懂得感恩，具有良好行为习惯和文明礼

仪的优秀小学生。

此外，该校还邀请了湖南时空北斗科技有

限公司市场推广官吴晗泽走进校园，开讲科学

第一课。作为北斗科技专家，他为孩子们带来

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史》精彩讲座。吴老师

用有趣的图片和视频，深入浅出地科普了航天

和航空知识，以及北斗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引导同学们了解科学、走进科学、践行科

学。”校长王毓表示，学校将继续深入推进教育

教学改革创新，用好社会这个大课堂，采用“请

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大力培育学生的科学

素养。通过全员开设科技定向运动，让知识

“跑”起来。分年级开设攀岩、模拟飞行等，在落

实“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的加法。

美育浸润
打造更有活力的校园文化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周奕）以美育人，以

美润心。3 月 6 日，2024 年株洲市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暨美术教研

工作布置会在株洲市荷塘区美的学校举行。

2023 年 12 月 20 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

润行动的通知》，要求以美育浸润学校，打造昂扬向上、文明高

雅、充满活力的校园文化，建设时时、处处、人人的美育育人环

境。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市在推进学校美育工作中取得

了显著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株洲市教育学会

美术教学专业委员会会长、株洲市第十八中学党委书记李志华，

对学校美育浸润行动进行了主题分享，不仅展示了美育教育的

独特魅力，也为老师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思考。

送 教 上 门

团 队 成 员 上 门

记 录 学 生 动 态

情况（资料图）。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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