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本版责编 穆 亮晚报早评晚报早评

热点时评 ＞＞ 老 穆

这几天，“家长作业”又成了热门话
题。不过，这次不是吐槽也不是呼吁，而是
对一项规定的盛赞。

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作业管理的通知》，从把握作业育人功
能、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创新作业类型方式、
认真批改反馈作业等10个方面，对义务教
育学校学生作业管理作出具体规定。其中
明确：教师要对布置的学生作业全批全改，
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严禁给家长布置或
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

这是教育部首次针对学生作业出台专
门规定。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通知》
出台的背景，是为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坚决扭转一些学校作业数量过多、质量
不高、功能异化等突出问题。

这项“顶层设计”，有望从根本上解
决困扰中小学生及广大家长的家庭作业
问题。

近年来，在不断推进校园减负的形势
下，中小学生校内作业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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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衍生出应接不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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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家后放任自流，希望家长多参与、多配合。

事实上，对于那些忙了一天或者疏于
家庭教育的家长来说，“包办”家庭作业早
已演变成对老师任务安排的应付。那么，
老师们对家长的真实态度和对待作业的用
心程度是否晓得？没有人做过调查，但据
一些“知情人”反映，老师们似乎都睁一眼
闭一眼。

这样一来，不但让本该默契的家校关
系出现了扯皮现象，而且，异化为“家长作

业”的家庭作业成了一种勉为其难的“虚
功”，变相加重了学生负担，也使孩子们产
生内心焦躁，影响健康成长。

针对“家长作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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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作业管理纳入绩效考核。去年11月，辽
宁省出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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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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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发出急切
呼吁，提出不少针对性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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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教育部出台专门规定，全国范围
规范管理义务教育学校学生作业的靴子落
地了。

值得注意的是，规范管理绝不是废止
家庭作业，而是要求科学设计、控制总量、
提高质量、改进方法。《通知》指出，要切实
避免机械、无效训练，严禁布置重复性、惩
罚性作业；要合理布置书面作业、科学探
究、体育锻炼、艺术欣赏、社会与劳动实践
等不同类型作业；鼓励布置分层作业、弹性
作业和个性化作业，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诚望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各义务教育
学校认真落实《通知》精神，用好这把打开

“作业困局”的“金钥匙”，老师们也应自觉
执行、用心纠偏。通过各方共同努力，切
实改正“问题作业”、交出“正确答卷”，建
立良性互动的家校关系，让孩子们健康
成长。

一针见血 刘晶瑶＞＞

近日，一篇有关熟蛋返生孵小鸡的论
文在网上热传。该论文收录在《写真地
理》期刊，第一作者为郑州市春霖职业培
训学校校长郭萍。据公开报道信息显示，
郭校长还有物体穿瓶越壁、熟绿豆返生发
芽等相关著作。

论文写道：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甚
至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样奇特的现象确实
在郑州春霖职业培训学校发生了。10名
特训班学生每人取一枚鸡蛋放在纸杯中，
在郭萍老师指导下，用超心理意识能量方
法开始让鸡蛋返生，20分钟后返生成功，
将返生后的鸡蛋孵化成雏鸡，并且已经成
功返生了40多枚。

煮熟了的鸡蛋还能返生孵小鸡？网
友调侃道：这位校长下一篇论文题目，我
已经替她想好了，研究煮熟了的鸭子怎么
飞回来？但凡有点科学常识，都知道这是

伪科学，更是真荒诞。打着科学实验的旗
号，明目张胆地忽悠人。

堂堂一校之长，将如此荒谬的论文发
表在期刊，不禁让人追问，教育不是开玩
笑，这究竟是一所什么学校？期刊发表文
章，应有严肃性和权威性，
如此侮辱智商的文章，审稿
机制是怎么把关的，又究竟
是怎么见诸纸端的？

近几年，一些不法之徒
借“全脑开发”“心理意识”
的旗号开班授课，向孩子兜
售伪科学那一套，把误人子
弟做成无本万利的生意，不
仅污染了幼小的心灵，更会
对其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
产生强烈误导。据公开信
息显示，春霖职业培训学校

开设“超感知全能全脑”“原子能量波动速
读”班，学员也多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到
底接受了什么“心灵特训”？也值得画上
一个大大的问号。

据《新华每日电讯》

熟蛋返生孵小鸡？荒唐论文还孵化了哪些荒诞？

有话直说 ＞＞ 胡 浩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强调保障学生
每天校内校外各 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并
明确体育家庭作业制度，要求大力推广家
庭体育锻炼活动，学校对体育家庭作业加
强指导。

从体育家庭作业，人们能看出政策
制定者对加强学生体育锻炼的良苦用
心，而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的无
奈。“跑跑跳跳”本不应是一门强制完成
的作业，而是孩子的天性。繁重的作业、
上不完的课外班，却让他们只能困坐在
书桌前。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身体健康、意志坚
强、人格健全应该成为教育的要义。蔡元
培先生早有箴言：完全人格，首在体育。

此次教育部同时出台关于作业和体
质管理的两个文件，在强调保障体育活
动时间的同时，对书面作业总量也严格
控制。

让孩子赢下“未来的大考”，从完成体
育家庭作业开始。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文
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种子，让他们掌
握运动技能，体会运动乐趣，养成运动习
惯，方能成长为健康快乐的一代，成长为祖
国建设的坚实栋梁。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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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一刀默一刀

向向““过度医疗过度医疗””开刀开刀

用好打开“作业困局”的“金钥匙”

近日，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联合
印发了《不合理医疗检查专项治理行动
工作方案》，将从2021年4月至2022年3
月，开展为期 1年的不合理医疗检查专
项治理行动，严肃查处包括各类影像学
检查、实验室检查、病理学检查等不合理
医疗检查行为。

专项治理行动剑指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诊疗技术规范，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
各种不合理医疗检查行为，一是治理违
法违规开展医疗检查行为，二是治理无
依据检查、重复检查等不合理检查行为，
三是治理违反知情同意原则实施检查行
为，四是治理可能诱导过度检查的指标
和绩效分配方式，五是治理违反规划配
置大型医用设备行为。

让体育从“一门作业”
到“一种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