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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 冯 源

把婴儿带到世界的，是“她”；抚育孩童
成 长 的 ，主 要 是“ 她 ”；经 营 家 庭 ，一 半 靠

“她”；社会、国家、人类的发展进步，时时处
处，离不开“她”。3 月 8 日是“她”的节日，
世界把祝福送给“她”。

回想上一个“她”的节日，亿万女性奋
战在抗击疫情的各条战线上，有的白衣执
甲，不畏艰险；有的奋勇攻关，力驱病魔；
更多的是在各自岗位上忠诚履职，顽强拼

搏，凝聚出能化柔为刚、可廉顽立懦的“她
力量”。

回顾过去的一年，在疫情防控、脱贫攻
坚的重要时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都能看到无数“她”的
美丽身影——“人民英雄”称号获得者陈
薇、“时代楷模”张桂梅、“敦煌女儿”樊锦诗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
就，“军功章”有“她”沉甸甸的一半。

人类的历史，同样是“她”的历史。但
是，国人熟知的“她”的语义，诞生至今仅有
100 余年。在此之前，第三人称女性代词在
中文里是缺失抑或是模糊的。百年以来，
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壮丽画卷中有着妇女
解放事业的光辉篇章，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也推动着妇女事业的发展进步。

“ 谁 说 女 子 不 如 男 ”，这 是 70 多 年 前
在全国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热潮中唱响

的 一 句 豫 剧 唱 词 。 但 是 ，“ 女 子 不 如 男 ”
的 种 种 歧 视 如 今 在 个 别 地 方 、个 别 人 身
上依然存在——家庭暴力、职场歧视、人
身 侵 害 ，男 女 平 等 还 需 要 进 一 步 的 努
力。对“她”的祝福不是一则“女神节”的
促销广告，也不仅仅是一束鲜花，而要时
时地地落到实处。

祝“她”幸福，不仅在“她”的节日。
据新华社

朱慧卿朱慧卿//画画 穆穆 亮亮//诗诗

幽默一刀默一刀

教育教育““焦虑焦虑””

有感而发 ＞＞ 老 穆

这几天，参加全国“两会”的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在谈论基础教育的话题时，中小
学生家庭作业成为热议的焦点。大家对此
进行了客观分析，发出急切的呼吁，提出不
少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如今，在不断推进校园减负的形势下，
中小学生校内作业比过去少了，但家庭作
业增多。各种各样的家庭作业让孩子们回
家后不得消停，不少通过微信家长群安排
的学习任务，要求家长辅导、检查、批改，衍
生为应接不暇的“家长作业”，让众多家长
叫苦不迭。

对此，常有家长抱怨老师消解教学任
务、转嫁教育责任；老师们则是担心学生

“放了羊”，希望家长多参与、多配合。如此
这般，本该默契配合的家校关系却出现了
情绪抵触的扯皮现象，变相加重了学生负
担，孩子们不但无法脱身，而且内心焦躁，
不利于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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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已与想要的效
果不成正比，甚至南辕北辙，有悖素质教育
的科学要求。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健全
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人大代表、政
协委员们也表达了共同的心声：从规范家庭
作业出发，改进、完善“家校共育”机制。

欣闻湖南长沙市某小学推出一项新举
措，得到各方欢迎。

据新华社 3 月 6 日报道，按照教育部等
九部门联合印发的给中小学生减负的相关
文件精神，近日，长沙市芙蓉区育英西垅小
学特将每周四设立为“无书面作业日”，倡
导家长也给孩子减负，回家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全身心地放松；鼓励以社会实践类活
动替代常规家庭作业，让孩子从书本学习
的负担中走出来，去社会中学习，多和大自
然接触；学校要求老师们周四在课堂上完
成当天的学习任务，不把作业提前或延后，
真正为学生减压。

据报道，这项举措一推出，就得到学生
与家长的欢迎和支持，让孩子“当自己的小
主人”让人眼亮心宽。

笔者觉得，此举非常值得借鉴。希望
各地中小学和教育部门积极探求、努力创
新，多方发力，密切协作，从“改”家庭作业
做起答好“家校共育”考题。

祝“她”幸福，不仅在“她”的节日

从“改”家庭作业做起
答好“家校共育”考题

教育部日前表示，将推动落实义务教
育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时间安排要与当
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切实解决家长接
学生困难问题。这意味着解决放学“三点
半难题”已经列入教育主管部门重要议事
日程。该难题由来已久，各地探索解决了
很长时间且进展不一，关键一点就是没有
下决心实现学生放学与家长下班时间同
步，一些地方还在延长放学时间会不会增
加学生负担问题上纠结。如果不针对主
要矛盾采取有力措施，“三点半难题”可能
还会持续下去。

“三点半难题”是困扰众多家庭的一
大问题。一些地方为了给学生减负，严格
控制学生在校集中教学时间，小学、初中、
高中学生每天教学时间分别不得超过 6 小
时、7 小时、8 小时，过去的五点半放学改到
了现在的四点半甚至三点半。监督写作
业的任务却抛给了家长和社会。学生减
负不但没实现，还导致“三点半难题”成为
百姓生活一个痛点。

大多数家长一方面有严格的工作时
间，另一方面需要下午接孩子，形成时间上
的矛盾。如果让孩子上托管班、补习班，浪
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不说，还助推了违规
补课现象。有研究显示，“三点半难题”出
现后，大部分学生的课外作业负担加重，辅
导班数量也较之前增多，使家庭间的竞争
从双休日延伸到放学后，从校内延伸到校

外，父母和孩子的压力一同变大。
部分教师违规参与补课班教学赚外

快，课上刻意有所保留，专靠补习班输出“干
货”。学生在校时间缩短，只能去补习班补
短，造成了义务教育的畸形倾向。一些地方
实行弹性放学，提供课后服务但收效甚微，
使家长们依然追逐校外补课机构。

解决“三点半难题”，首先要考虑“为
了谁”的问题，教育部门、学校和老师要从
思想上实现统一。有学校认为，延长放学
时间，会增加老师在校工作量和学生学业
负担，但对学生和社会而言，却解决了家
长们揪心的大事。如果过去熬夜才能完
成的作业能够在学校延长服务的时间内
完成，才是为家长和学生减了负。

国家近年来提升教师群体各方面待
遇，但一些中小学教师之所以顶风违规参
与 校 外 补 课 ，其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是 在 校 时 间 太
短 ，形 成 赚 外 快 的 时 间
窗 口 。 如 今 ，相 关 部 门
不是考虑应否提供课后
服 务 的 问 题 了 ，而 是 怎
么提供、提供什么、怎么
确保服务质量。如果学
校能做到让学生在校完
成 作 业 ，那 些 给 家 长 布
置作业的微信群也就不
会那么“活跃”了。

其次，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也要为解
决“三点半难题”提供支撑。比如，学校延
长放学时间，提供相关服务的教师应该有
相关待遇跟进——由政府提供补贴的同
时，再由家长支持一部分。同时，积极丰
富放学后的服务内容，让大多数学生能在
学校享受到普惠式服务。

此外，还需刚性规定延长放学时间，
让家长心里有底，实现课后服务与下班时
间衔接。就目前来看，要真正做到给学生
和家长减负，教育部门与学校理应承担起
责任，甚至是主动“增负”。让学生在校期
间完成足够的学业进度之余，还能为学
生提供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艺术
等课后兴趣类服务，使家长和学生不再
额外求助校外补课机构，才有望进一步疏
解难题。 据《新华每日电讯》

有话直说 张 建＞＞

解决“三点半难题”，首先要弄清“为了谁”

“ 每 天 下 午 4 点 一 过 就 盯 着 手
机，收集各科老师布置的作业”“不
仅要辅导作业，还要检查批改、拍照
上传”……深受“折磨”的家长叫苦
不迭。

而另一边，老师们也委屈不已：
“想让家长多参与孩子的教育和成
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边界有
些模糊”……

当下，学生作业家长写、教育类
App 泛滥、孩子负面情绪难疏导等问
题广受社会关注。参加全国“两会”
的代表、委员对此展开热议，希望规
范、促进线上教育有序发展，健全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家校
协作，为孩子们营造健康和谐的成长
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