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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5日，在教育部通气会上，有记者
提问，当前学生减负引起社会热议，前有
《南京家长已疯》刷屏，后有浙江中小学生
减负征求意见稿引争议，对于各地减负
措施如何看待，如何科学合理减负？
对此，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俞伟
跃回答表示，南京相关方面已经回复，主
要是对减负督查工作理解不准确，执行
简单化引起了社会和一些家长的误
解。而浙江减负三十条是面向社会的
征求意见稿，背后的目的是根据社会
大众的反映和实际感受，进一步完善，不
是最后的执行结果。作业时间的规定实际
上其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学生的睡眠时间。
他强调，推进减负工作必须保持

定力，遵循规律，综合考虑各方的诉
求，有增有减，把握好度。
俞伟跃在回答中表示，减负是一个综
合复杂的工程，政府、社会、学校等多方都
有责任。减轻中小学学业负担，不能简单
地通过缩短在校时间，减少作业量，降低
课业难度，要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观，有增
有减，减去强化训练，应试刷题，校外超前
超标不合理负担，增加美育体育，特别是
补上劳动教育短板，避免出现无差别、无
目的、强制性的减负。同时，进一步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深化中高考改革，强化素质
教育导向，解决好指挥棒的问题。
目前，学生学业的主要负担来自于校
外。面对新情况，减负又成为一个新问题。
“从2017年到现在，主要是减轻过
重的课外负担，主要是解决校内减负，
校外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的问
题，以开展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
为入口，提高育人水平为着力点，综合
施策，系统减负。”俞伟跃说。
他指出，一年多以来，校外减负取得

了初步的成效。比如，面向中小学的全国
性竞赛缩减为29项，主要为综合素质拓展
类的项目，并从源头上剪断社会培训、竞
赛与中小学招生录取挂钩的利益链。
有家长认为，不应该再给自己的孩子
减负，而有人则表示应该将减负进行到
底，学业负担到底应该如何理解？
俞伟跃解释道，合理的学业负担
是必须的，学习不可能没有压力，没有
负担。合理的学业负担是学生开发智
力、激发潜力、锻炼能力的必要条件。减
负不是降低课程标准，不是让学生没有任
何负担，成才必须要付出应有的努力。
过度负担还与学校教育教学密切相
关。俞伟跃指出，有的学校办学能力不高，
教书教学能力不强，仍然存在搞题海战术
等问题，造成了学生的学业负担过重。同
时，有的学校存在对部分学习有困难的学
生没有及时进行帮助、因材施教的情况，
使得这些学生感到学业压力过重。
“我们目前正从通过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提高教师教育水平来加以解
决。”他说道，此外，过重负担还受到社
会严重影响，比如社会上存在唯学历
是举的用人制度直接引导了家长的育
人观念。同时，一些政府受政绩观影
响，片面以清北率、一本率等升学指标
衡量学校的办学水平，观念和压力逐
级传递给学校、老师、学生。一些地方掐
尖招生，也加剧了社会焦虑。据澎湃新闻

□半岛记者 郝春梅 孙雅琴

减负=制造学渣？近日，一篇名为
“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在朋友圈刷屏，
也引发广大岛城市民的热议。“南京减
负”话题急速登上热搜，成为全民话题，
连带浙江省新出的减负方案也成为关
注的热点。其实，对当下的每一位国民
来说，“减负”已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
教育焦虑的蔓延已经让家长群体经不
起“风吹草动”。那么，事关孩子的成长，
对于南京的减负方案，岛城市民和教育
人士又是如何看待的？对此，记者进行
了采访。

淡定派：
对孩子的教育还是要多上心

六年级学生家长王女士很淡定地
告诉记者，“这种事，听听就行了，别当
真”。王女士说，经过五年多的磨练，她
已经形成了风吹不动、雷击不倒的育娃
理念，“现在，无论是有实力、没实力的
家长，都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有多大本
事就使多大本事”。
王女士告诉记者，其实，咱们青岛

市也出台过减负政策，“比如，一二年级
不布置书面作业，但是现在据我所知，
一些学校该布置还是要布置，要是不布
置书面作业，孩子一上三年级，无论从
知识体系还是学习节奏上，大人、孩子
都吃不消”。
她说，对孩子的教育多上点心，在

学业上多帮助孩子，一旦出现弱项和短
板，及时补上，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和手
段，都不为过，“趁着还能帮上忙的时候
就使使劲，不要等着到最后了，你有钱
都使不上劲，孩子上不了理想的学校，
那可就干瞪眼了”。

支持派：
影响身心健康的负担，必须减

一年级小豆丁的爸爸杨先生却认
为减负势在必行，不然把孩子推进火坑
里都不自知。眼见着开学这两个月家长
们呈现出来的焦虑状态，他也有话想
说，“那天听家长们在讨论期中考试的
话题，有人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每次
大考的成绩都会记入学生的综合素质
评价，当时，就有不少家长觉得很吃惊，
很紧张”。杨先生直言，紧接着，班里就
有家长自己买辅导书给孩子练习，“每
天做完老师布置的作业以后，再加练一
些拼音题和数学题”，还有的家长加了
很多学习群，每天逼迫孩子打卡，“经常
看到班级群里，有人晚上10点多了还在
发老师布置的视频作业，这是孩子还没
睡觉吗？这样的时间和节奏，孩子怎么
保证休息？”
杨先生直言，小学一年级尚且如

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压力会越来
越大，将来孩子怎么熬？“看看班上的小
眼镜，还有越来越多的专注力差、感统
失调的孩子，这都是生生被家长逼出来
的，没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休息，身心
正常发育都难以保证的话，将来怎么能
走得远呢？”
他觉得，低年级家长需要做的是，

培养孩子好的生活习惯，有个健康的体
魄，养成课堂上认真听讲、课下及时巩
固和预习的习惯，一切都会事半功倍，
随着时间的流逝，孩子也会逐步爆发自
己的小宇宙的。

反对派：
剧场效应太可怕，家长很无奈

“起初我也很乐观，觉得孩子水平
还可以，一直也没让我们太操心，学习
成绩也不错，但是，一上初中，一切都变
了”，市民刘先生表示，前几天，孩子的
班主任主动问起，有没有给孩子报辅导
班，“老师直接建议我们去报语数英，三
门主科都要学，希望能稳住向上走的趋
势，将来冲击二中和五十八中”。面对老
师的推心置腹，刘先生很感动，并火速
启动调查节奏，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
一跳，“我们班大多数家长都在外边给
孩子报了班，有人还专门打听了哪个老
师教得好，无论多远、课时费多高，都送
孩子去上”，刘先生表示，自己瞬间觉得
压力很大。
“当别人都在拼命往前跑的时候，
你还想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就得被
落在后边”，刘先生说，这就是“剧场效
应”，除非大家的步子都慢下来。所以，
他很理解南京家长们的焦虑，“看着孩
子每天学到很晚，做完学校老师布置的
作业，还得做辅导班老师布置的作业，
周末也一直在赶路、上课，真是挺心疼
的，但是，也没办法”。他觉得，只要竞争
存在，负担就不可避免，除非中考、高考
的选拔机制不看成绩、不看分数。

专家：
减负的目的，是科学育人

其实，“减负”并不是新鲜话题。去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小学生减
负措施》，被称为史上最严“减负令”，其
中就强调，要切实减轻违背教育教学规
律、有损中小学生身心健康的过重学业
负担。青岛市教育局等七部门也联合印
发《青岛市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提到：禁止所
有小学、初中通过考试、面试、面谈、考
查等任何方式或擅自附加条件招生。禁
止以各种名义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严
禁单纯以学业水平成绩评价学生，学生
考试成绩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开，应单独
反馈给学生；要求学校必须坚持“零起
点”教学，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严禁“超
纲教学”“提前教学”；还要科学设计作
业，提倡分层布置作业，不布置机械重
复、死记硬背型作业，小学一、二年级不
布置书面课后作业等。
青岛市教育科学院副院长孙刚认

为，各类“减负”举措的出台，直面的是
屡禁不止的课后补课、熬到深夜的作
业、愈演愈烈的校外培训等现象，要纠
正的是“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
试”等行为，让学校、家庭、社会逐渐回
归到科学育人的轨道。“减负不是不要
负担，而是减掉过重的学业负担。学校
在减负的同时，更要加强教学研究，提
高教学质量，这是前提。”
青岛市教育局总督学林光琳则认

为，减负是一个系统工程，之所以家长
会对减负政策产生焦虑感，这源于教育
部门、学校与家长之间沟通不顺畅。“减
负归根到底是要让教育回归理性，真正
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而要把减负这
个好事办好，就需要多管齐下。家长在
追求孩子学业成绩的同时，要结合成长
规律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和天性，理性
设置对孩子的期望值；教育部门在减负
进程中，也要面向家长和社会多渠道广
泛传播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正确的教育
方法，做好解疑释惑。”林光琳介绍，目
前市教育局设置了家庭教育处，就是为
了畅通家校沟通渠道。
那“减负”究竟应该减些什么？青岛

山东路小学校长金延清表示，作为小学
生群体，学业压力相对较小，老师和家
长应该从小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和学
习习惯。以布置家庭作业为例，作业可
以更加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同时关注
学生的差异性，而不是一刀切。“作业可
以分层设计，有兴趣的孩子可以试一试
拓展题、挑战题；也可以多些研究性学
习，让孩子通过实践探索解决问题，从
而体验到学习的快乐。”金延清认为，只
有学习的过程“高质”了，才能达到“轻
负”的目的。
齐鲁名校长、青岛实验高中校长孙

睿说，对于中学生群体应该减少学生做
机械重复的作业，而多些实践和探究性
质的学习，“现在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学
习就一定是抄抄写写，背背考考，但实
际上学生的学习应该来自于生活，来自
于身边的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能从实践
入手，从学生的生活入手，引导学生多
做一些课题，这样他们的学习过程不感
到痛苦，自然也就不会觉得是负担。”孙
睿说，老师和家长都需要从简单、机械、
重复的学习观念中扭转过来，不要让孩
子身陷题海，不要过度透支孩子的兴
趣、热情和身心健康，以致于把孩子未
来的多种可能和选择给扼杀掉了。
孙睿用最简单的森林动物运动会

来举例，起跑线上有猴子、大象、兔子和
鸟等动物，发令枪一响，就开始比赛了，
但是比什么呢？比的内容不一样，结果
自然不一样。就像孩子一样，如果用一
刀切的方法来教育孩子，就会导致有的
人适应，觉得快乐；有的人不适应，觉得
痛苦，“所以人才培养模式要变，要因人
而异，因材施教”。孙睿还提到了考核评
价标准的问题，有的家长认为，中高考
的压力摆在那里，怎敢放松？但实际上，
中高考改革正在持续推进中，高考已经
发生变化了，却还有人熟视无睹，“如果
说过去的高考是一个补短的考试，需要
你样样都好。今天的高考就是一个扬长
的考试，高校的自招和综招计划越来越
多，越来越关注学生的个性和特色发展；
高考试题也越来越多地考核学生的核心
素养、综合素质。所以希望学校和家长多
给孩子们提供一些空间，鼓励孩子的特
长发展，重新审视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并
落实在日常生活中。”孙睿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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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减负不是让学生没有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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