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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时评 ＞＞ 老 穆

家长是否应该批改作业？连日来，这
一话题再一次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和热议。

说“再一次”，是因为这个问题由来已
久，多年来，小小的作业已成为一个社会痛
点，成为众多家长的心病。前些日子，有一
则新闻上了热搜，说的是某地一位家长因
不满教师布置任务愤然退出“家长群”，其
中就包括无条件落实批改作业的要求。

家长究竟应不应该批改作业？这个问
题其实并不复杂。通常情况下，不管课内
作业还是课外作业都应由老师批改，或组
织学生互批互改老师进行审验，对于家庭
作业，家长给予一定的监督、指导即可。

然而，越来越多的老师把批改家庭作
业的任务推给家长，令好多家长苦不堪言
却又不得不“从命”。一些家长苦叹：既要
上班、照顾家庭，又要批改作业、做手工，三
头六臂都不够用；有的作业连家长都不会
做，又如何批改？还有的家长受文化水平
所限，难以交差，更为纠结。

而在另一头，老师们常常也觉得很委
屈：夹心饼干不好当，如果不布置作业，一旦
孩子成绩落后，家长还不是怪老师？再说
了，小孩子自觉性不强、自控能力差，让家长
帮助帮助、监督监督、检查检查，不好吗？

我们不愿意也不能轻易质疑老师布置
家庭作业的动机，只是这种愈演愈烈的“常
规任务”和刚性要求，事实上与想要的效果
并不成正比，甚至常常引起不满、招致逆反
而南辕北辙，也有悖素质教育的科学要求。

针对家庭作业衍生为“家长作业”的乱
象，从 2018 年起，已有辽宁、浙江、海南、河
北、广东、山东、贵州、广西、山西、陕西等十
个省份教育部门出台文件“叫停”家长批改
作业，有的地方明确定期开展作业督查，甚
至将作业管理纳入绩效考核。今年 11 月
10 日，辽宁省教育厅在其官网公布《辽宁省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理“十要求”》，其
中明确指出，教师必须亲自批改作业，严禁
家长、学生代劳。

小小的作业，缘何引发家校纠缠，以至
教育主管部门发文件来叫停？这是一个值
得深思的问题。

在提倡“家校共育”的大背景下，有人
提出家庭教育应以培养孩子学习兴趣和良
好习惯为主，家庭不能异化为学校教育的
第二课堂。然而，“丰满的理想”与“骨感的
现实”相差甚远。在分数是硬道理的当下，
提高成绩仍然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有
多少家长能“放心”地让孩子“自觉”学习？

此外，学校将家庭作业推给家长批改，
背后也有一些现实原因。近年来一直呼吁
给教师减负，但老师们的负担未减反增。
有老师吐槽，每天被种种痕迹管理以及开
会、迎检、填表等杂务牵扯了不少精力，批
改作业的时间少得可怜，批了课堂作业就
再没时间批改家庭作业了。

叫停家长批改作业，将这一任务交回
老师，固然值得肯定。但如果不从根源上
寻求突破，仅靠一纸禁令是难以解决问题

的。只有建立起健康互动的家校关系，让
老师和家长都主动承担应负的责任，才能
真正实现“家校共育”的美好愿景。

我认为，家庭作业需要有，家长批改也
可以有，但要把握好量与度。目前出现的
不正常“作业”需要“改”，怎么“改”？当以
有效巩固学生课业学习和有利于孩子健康
成长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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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冷观体能培训冷观体能培训热热

课外补习班早已成为众多中国家庭的“标
配”，近段时间，不少地区的课外体能培训班也如
雨后春笋般火了起来，而且价格不菲。据报道，
一小时一节课的体能训练，通常要 200多元。

体能培训班受热捧，折射出强大的市场需
求。从提高体育在中考中的分值、体育课要留课
后作业，到有关部门研究体育纳入高考，体育成
绩在升学中的重要性显著提升。在应试思维依
然占据主导的当下，“唯分数论”的家长和学生赶
忙寻求快速提升体育成绩的方式，于是催生了体
育课外培训的火爆。

重视体育教育、增强学生体质是好事，但当
体育与考试、分数挂钩时，便进入了一个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社会系统，已不只是强身健体的事
了。这一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有话直说 熊丙奇＞＞

教育现代化不是作业“电子化”
教师和家长的“作业之争”不断上演

新剧情。
最近，一个摊贩老板喊话老师——作

业写黑板很难吗？据了解，该摊贩是两个
孩子的家长，他在视频里主要表达了两个
意思：给孩子配手机，会导致孩子不写作
业只玩手机游戏；但不配手机，孩子又不
知道作业是什么。面对这种矛盾，他希望

老师能把作业抄在黑板上。
教师在黑板上写上当天的作业，学生

们自己记下，回家后完成，把作业交给教
师，由教师批改、点评。这是很多人记忆
中的家庭作业。

但随着互联网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利用微信、QQ 建设家长群，被认
为使家校的沟通“便捷化”“现代化”。然
而在很多时候，这种“便捷”“现代化”，并
没有构建出良好的家校关系，反而把“家
长群”变为“作业群”。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教育理念出了问
题——一些地方只重视教育形式的现代
化，而不是内涵与实质的现代化。

现实中，有些教师不把作业写在黑板
上，而是发在 QQ 群、微信群里，这被称为

“电子作业”，也一度被认为是“作业现代
化”。这其实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是，并非所有的家长都有时间去
一直盯着这些社交软件。向老师喊话的

摊贩老板就属于这一类人。成天忙于工
作的家长，并没有时间去盯着社交软件里
的消息，就算有时间，类似行为也会增加
其负担与焦虑。

而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对学生的视力
发育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学生正处于
身体的发育期，在这期间，保护学生的视
力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学校教育应本着
按需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教师在教学
和布置作业的过程中，也应尽量摒弃依赖
电子产品的习惯。

教育现代化并不是所有的教学都要
依靠互联网和电子技术。把作业写在黑
板上，把新技术应用在该用的地方——如
对学生的后勤大数据服务、提高办公效率
等，才是真正的教育现代化。

评 价 现 代 教 育 技 术 是 否 促 进 了 教
育 现 代化，最终还看教学目的：是促进学
生个性和兴趣发展，还是约束学生发展；
是减轻学生学业负担、促进素质教育，还
是增加学生负担，与素质教育渐行渐远。

需要警惕的是，目前所谓的现代教育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大多围绕应试、提
分而展开，这不是教育现代化，而是教育
功利化。这一局面需要扭转。

据新华网

家校纠缠的“作业”应该怎么“改”？

有感而发 ＞＞ 付 彪

近日，一些城市多个小区尝试“快递箱
换零食”。快递收货后，居民凭快递箱可按
兑换规则免费换零食。

今年“ 双 11”快 递 数 量 又 创 新 高 ，也
意 味 着 包 装 箱 数 量 创 新 高 。 现 实 中 ，很
多 消 费 者 在 拆 完 快 递 包 装 后 ，包 装 箱 往
往 会 被 当 成 垃 圾 扔 掉 ，或 攒 起 来 当 成 废
品 卖 掉 ，真 正 能 被 回 收 利 用 的 不 多 。 这
无 疑 是 一 种 资 源 浪 费 ，尤 其 是 将 快 递 箱
当 成 垃 圾 扔 掉 ，还 会 对 小 区 环 境 造 成 污
染 ，也 增 加 了 物 业 人 员 的 工 作 负 担 。 城
市 小 区 尝 试“ 快 递 箱 换 零 食 ”的 做 法 ，对
快 递 企 业 、城 市 小 区 回 收 处 理 快 递 箱 都
有借鉴意义。

小区“摆摊”收货，既为居民提供了方
便，又为快 递 箱 找 到 了 一 个 好 归 宿 。 更
令 人 兴 奋 的 是 ，居 民 凭 快 递 箱 可 根 据
兑 换 规 则 免 费 换 零 食 。 这 个 小 小 的 善
举 ，不 仅 弥 补 了 快 递 箱 回 收 体 系 的 缺
失 ，而 且 大 大 增 强 了居民的环保意识和
节约理念。

小小快递箱，对接着多重主体，使其得
到更好回收利用，有待多方携手破题。显
然，这既需要源头治理，减少过度包装，同
时也离不开末端努力，做好消费者“家门
口”的回收工作。

近年来，快递箱回收已成为社会共识，
不少快递企业积极参与。比如，此前一些
快递企业尝试让快递小哥收走还能用的纸
箱，或让消费者把纸箱送到菜鸟驿站、快递
网点，但因为要额外占用时间，无论快递小
哥还是消费者，对这种回收方式往往缺乏
动力。

对于快递企业来说，借鉴小区“快递箱
换零食”的做法，不仅可以打通快递箱回收
的“最后一百米”，还能大大提高快递箱回
收效率。不妨采取两种途径。一是借助小
区力量，复制“快递箱换零食”模式，快递企
业要与小区加强沟通、建立协作机制。二
是快递企业可因势利导、加大投入，在垃圾
分类体系中配置快递箱回收设施，并不断
升级技术手段、引入激励机制，提高公众的
积极性。

快递箱回收是一个涉及政府部门、电
商行业、快递企业、居民小区、消费者的系
统工程。让快递箱循环起来，还需各方多
动脑、多尝试、多参与，以实现互利共赢，避
免资源浪费。 据新华网

快递箱换零食
事小意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