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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伟荣

近日，多个省市明确发布家长批改作

业禁令，叫停一些老师要求家长批改作业的

行为。该禁令一出，引来一片欢呼声。这说明，

让家长批改作业，早已触发众怒，但家长无

力反抗，现在教育行政部门出手，问题似乎

已然解决在望。但是，冷静下来思考，这一纸

禁令，其实只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家长批改

作业背后更深层的问题，仍然盘根错节，根

深蒂固，绝非一朝一夕可解决的。

多数人认为，让家长批改作业，只是老

师将本该属于自己分内的职责，转嫁到家

长身上，是不负责的行为，是师德的问题。

诚然，老师批改作业天经地义，是工作的一

部 分 ，而 且 ，批 改 作 业 是 一 项 专 业 性 的 活

动，需要相当的专业技能与经验，并不是任

何家长都可以胜任的。更何况，还有不少家

长连批改作业的时间都没有。这些道理就

像人必须吃饭穿衣一样，简单平常，没有老

师不懂。而有的老师自己不批改作业，让家

长批改，并不仅是这些老师懒惰，图轻松快

活，不愿多干活儿，而是因为：

功利的教育教学观念使然。很多老师

一直以来信奉题海战术，不仅课堂上大量

做练习，日日练、课课练，回家后的家庭作

业更是少不得，机械重复，日复一日。在这

些老师看来，题海战术可以熟能生巧，快速

提高成绩，至于教学艺术、教育规律、学生

身心健康，自可不顾。于是，为了让题海战

术发挥最大功效，让题海大潮再起波澜，家

长便有必要参与进来，家长批改作业也就

成了题海战术的一个战略举措。

教育领域各种繁琐苛刻的考评制度使

然 。学 生 课 业 负 担 重 已 毋 需 多 言 ，其 表 现

是，课后作业量严重超标，而老师之所以要

布置大量的作业，是为了那些可恨又可爱

的考评指标。平均分、优秀率、过关率、及格

率、绩效等考评指标，一直是压在老师头上

的 几 座 大 山 ，让 老 师 们 疲 于 奔 命 ，苦 不 堪

言。为了考评指标亮眼，自然要占用学生的

课后时间，而为了利益最大化，自然还要将

家长利用起来，家长批改作业自然成了一

大制胜利器。

学 校 承 担 过 多 的 教 育 以 外 的 工 作 职

能。如今的学校，除了教学，还承担若干社

会职能，许多不属于学校应该参与的活动、

不该完成的工作，也渐渐将触角伸向校园。

各类知识竞赛、各类调查调研，等等，纷至

沓来，频频登上教师的工作日程表。这些事

项不管是马虎应付，还是认真对待，肯定要

耗去若干时间，教学时间自然得不到保障，

完成不了的学习任务就成了家长的额外工

作。比如，本来应该在课堂上完成的几道数

学题，不得不留到家庭作业中去。

以上便是家长批改作业背后的深层动

力，要想真正解决这个难题，笔者认为，还

要持之以恒地作出这些努力：

厘清家校责任的疆界。学校和家庭各

有教育学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习文化知

识上，学校是责任在肩，责无旁贷，不可将

自己的分内责任转移到家庭中去，这其中

就包括批改作业。家庭的责任在于，家长也

要管孩子的作业和学习，但不是像老师那

样教授知识，而是要营造良好的作业、学习

环境，督促孩子按时按量完成作业，但不是

批改作业。不是不许家长批改作业，孩子的

作业就与家长毫无关系了。不能从一个极

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树立正确的作业观。作业的作用固然

可以巩固新知，回溯旧知，但这只能建立在

适量适度的基础之上，过量的作业不仅不

能起到这些效果，还会让学生产生厌学情

绪，影响身心健康。课堂上能完成的学习任

务，学校里可以实施的学习活动，完全没必

要挤占学生课后的时间，即便需要也是可

控的。作业量可控，教师工作量可控，这样，

家长就没必要批改学生的作业。

让教育回归教育，给教师充足的教学

空间。教师的日常工作是教书育人，传授知

识，虽然学校可以配合社会承担一些职能，

但应少而精，前提是不过多占用教学时间，

浪费教师宝贵的在校工作时间，而且其目

的也是为了促进教育教学。不能让校园充

斥太多与学习无关的活动。教学时间和教

学精力得到保障，不需要过多的课外作业

来弥补课堂教学时间的不足，家长也就轻

松了。

提高教学水平，高效优质教学。布置作

业、检查作业无非是了解教学成效的一个

手段，因此，手段不能成为目的。这就要求

教师努力提高教学水平，用高超的教学艺

术来达到教书育人的目标，少布置作业，甚

至不布置作业也能完成教学任务，理应是

每个老师的追求。作业少了，或没有了，家

长就彻底没有必要批改作业了。

一纸禁令固然能够从源头上遏制让家

长批改作业的不当行为，但若不在深层原

因上下工夫，动真格儿，让家长批改作业只

会换个马甲，其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日，

定不会太远。

（作者为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蒋垛中
学教师）

让家长批改作业 岂止是师德有亏使然

□ 张道明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 教育圆桌版

刊发了 《校本课程不应是特色化学校建设

的噱头》 一文，指出当下校本课程存在盲

目跟风、缺乏顶层设计、评价不科学、无

课时保障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和改

进的策略。

笔者以为，校本课程之所以成为特色

化学校建设的噱头，主要是功利化思想作

祟。正如文中指出：“一些学校校本课程

的开发流于形式，被当作特色化学校建设

的噱头，成为众多博眼球的手段之一。”

捧读之余，笔者想起某地迎接均衡教

育检查，要求学校做校本课程，因为可以

加分。于是，各校立即召集人马，组织力

量：网上查找，下载编辑，排版印刷。大

家加班加点，不几日，一本本崭新的校本

教材就新鲜出炉了，如此校本课程也就大

功告成了。

稍微细看，发现这些校本课程内容大

多雷同，A 校国学经典，B 校经典国学，

C 校传统文化，D 校文化传统，基本上是

网络的“复制品”。至于内容是否符合学

生认知水平，适不适合该年龄学段阅读，

有 没 有 错 误 遗 漏 ， 则 无 人 过 问 。 检 查 完

毕，校本教材就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不难看出，这种赶出来的校本课程，

纯粹是为了完成上头任务，给学校装点门

面，为迎检增加分值，缺少含金量。这种

为了课程而课程的作秀行为，花钱费力，

对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成长，并无有多大

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应该看到，功利化思维正在成为当下

学 校 发 展 的 桎 梏 ， 制 约 了 学 校 特 色 的 形

成，影响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可谓教育

绿色发展路上的“拦路虎”，其负面作用

不容小觑。无论教育主管部门，还是学校

办 学 者 ， 是 该 重 温 一 下 教 育 本 质 的 时 候

了，只有去除功利化思维，正本清源，才

能让走偏的教育回归正道。

毋庸置疑，学校组织的任何活动与事

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应该指向学生的发

展与成长，校本课程也不例外。倘若校本

课程设置的初衷背离了教育的本质，偏离

了学生的发展，也就失去存在的价值，当

弃之如敝履。

校本课程要发挥真正的价值和作用，

其目标应该指向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多方

面的发展。笔者认为，这就需要学校摒弃

唯上的思想，抛开功利化思维，把学校的

发展和学生的成长真正放在心上。

首先，根据本校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心

理年龄特点，结合地域资源优势，基于校

园文化主题，综合考量上述种种因素确定

校本课程；其次，厘清课程主线，搭建课

程框架，进行通盘考虑，让校本课程具有

系统性，避免零散状、碎片化，学生在序

列 化 的 课 程 建 构 学 习 中 理 解 、 感 悟 、 内

化、践行校园文化，获得个性化的发展，

培养多方面的能力。这个过程中学校逐渐

凝 炼 形 成 鲜 明 的 办 学 特 色 ， 提 升 办 学 品

位，自然会赢得口碑与声誉。

譬如，某区域“莲花小学”，地处莲

花 之 乡 ， 莲 花 与 当 地 人 们 的 生 活 密 切 相

关。该校确立了“莲文化”为主题，根据

不同学段设置 不 同 的 课 程 内 容 、 目 标 与

评 价 标 准 ， 开 发 了 语 文 、 数 学 、 书 法 、

音 乐 、 美 术 、 舞 蹈 、 综 合 实 践 课 等 一 系

列 校 本 课 程 ， 学 生 通 过 各 种 形 式 和 途 径

认 识 了 解 莲 的 形 状 、 色 彩 、 味 道 、 性

能 、 功 用 ， 涵 泳 、 品 味 莲 所 代 表 的 品 德

意蕴和人格价值。

上述校本课程，让学生历经丰富多彩

的 课 程 洗 礼 ， 发 展 了 多 方 面 的 知 识 与 技

能，完成了生命的自我观照和品格的重新

塑造，实现了校园文化与校本课程的水乳

交融、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促进学校形

成鲜明的“莲文化”特色。毫无疑问，这

样的校本课程符合教育规律，切合地域特

点，促进学校发展和学生个性化成长，值

得推崇和学习。

总 之 ， 教 育 需 要 去 除 急 功 近 利 的 虚

火 ， 校 本 课 程 只 有 摒 弃 功 利 化 思 维 ， 着

眼 于 学 校 的 发 展 和 学 生 的 个 性 化 需 求 ，

做 好 顶 层 设 计 ， 保 障 课 时 ， 科 学 评 价 ，

才 能 促 进 学 校 特 色 化 建 设 ， 而 不 至 于 成

为噱头。

（作者为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学苑街
小学教师）

校本课程成为噱头 都是功利化思维惹的祸

□ 詹 梅

这次月考的小作文，要求描写四

川盆地秋天田野的景象。作为九年级

的孩子，又是地道的四川人，这不是

难 写 的 题 目 。 然 而 ， 我 们 A 班 45

人 ， 有 11 个 孩 子 写 到 了 “ 田 野 里 ，

金 黄 的 麦 浪 ， 丰 收 在 望 ”； 其 中 有 4

个孩子，还详细地描写了“沉甸甸的

麦穗”；另有 3 个孩子，写了“绿油

油的麦苗，在风中摇曳”的情景。

也 就 是 说 ， 有 近 三 分 之 一 的 孩

子，不知道 在 四 川 盆 地 秋 天 的 田 野

里 ， 根 本 看 不 见 他 们 描 写 的 景 象 。

调 查 中 发 现 ， 大 多 数 孩 子 错 误 的 原

因，是认为“金色的麦浪很美”；或

者 是 “ 将 记 忆 中 描 写 麦 苗 、 麦 穗 、

麦 浪 的 句 子 ， 信 手 拈 来 ，没有思考

对不对”；也有孩子认为，“麦子是咱

们 四 川 很 普 通 的 农 作 物 ， 写 它 准 没

错”；只有一个孩子的理由是，“把高

粱想成麦子了——高粱不是秋天成熟

的吗？”

我们 A 班的孩子，大多在城里长

大，单就学习成绩和行为表现来说，

确实算得上优秀。据他们说，他们知

道馒头、面包、面条等食物，是用面

粉做成的，而面粉呢，就是用麦子磨

成的粉。他们还知道，学校附近的面

包店里，哪种牌子的面包味道最好，

哪种面包真正物美价廉。而且，他们

在地理课上，也曾学过有关麦子的知

识 ， 不 过 当 时 只 是 把 它 当 作 考 点 记

背，至于麦子的播种和收割，以及它

们长在田野里的样子，因为没有见过

实物，所以也不曾关心。

这件事情，在班级的家长群里引

起了热议。“必须给孩子们普及一些

生 活 常 识 了 。” 大 多 数 家 长 这 样 表

示。但也有少数家长不以为然，“孩

子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目标是考上名

牌大学，找好工作。至于麦子的播种

和收割，那是农民的事——不知道也

不会影响孩子的成长和进步嘛。”这

种观点，大概是孩子“五谷不分”的

主要原因吧。

我们不否认，孩子的主要任务是

学习。但他们学习的最终目的，是到

社会上去，在适应社会需要、成就自

己的同时，推动社会的发展！现在的

社会，需要的是多元化的人才，而不

是只会读书、能考试，却连最起码的

生 活 常 识 都 缺 乏 的 人 。“ 按 图 索 骥 ”

“纸上谈兵”，这些耳熟能详的历史故

事，在今天依然具有教育意义。任何

学习都是与生活紧密相连的，这是不

容质疑的啊！

幸喜绝大多数家长都认识到，这

次考查的小作文，看起来暴露的只是

不 知 道 有 关 麦 子 的 常 识 。 可 一 斑 窥

豹，显现出来的，肯定仅仅是冰山一

角。如果不引起重视，孩子们还会因

为别的常识缺失，在考试中丢分，甚

至在生活中犯下不该犯的错误。

对于如何弥补的方法，家长们在

群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他们

得出的方法是这样的：首先，恳请老

师们在课堂上，有针对性地补讲一些

常识性知识；其次，家长们在日常生

活 中 ， 根 据 自 己 的 认 知 情 况 ， 有 意

识 地 教 导 ， 尽 可 能 地 对 孩 子 作 一 些

引 领 ； 第 三 ， 给 孩 子 们 买 一 些 相 关

的 书 籍 ， 让 他 们 在 阅 读 中 弥 补；第

四，利用周末、假期，带孩子们去亲

近自然，实地观察，近距离去感受生

活，等等。

“我的孩子周末要上补习班，抽不

出时间啊！”有家长说出自己的忧虑。

让孩子少上一节补习课，不会影

响什么。但若能让他从生活中获得知

识 ， 得 到 熏 陶 ， 对 他 的 成 长 功 莫 大

焉。不知道这位家长能不能明白这个

道理。

（作者为四川德阳岷江东路逸夫
学校教师）

学生为什么会

认为麦浪是秋景

·广告·

□ 周迨琛

当 今 世 界 ， 以 人 工 智 能 、 区 块 链 、

大 数 据 等 为 代 表 的 信 息 技 术 催 生 了 新 业

态 、 新 模 式 ， 固 有 的 知 识 传 授 方 式 、 获

取 方 式 已 制 约 了 人 类 破 解 未 知 世 界 的 能

力 ， 如 何 满 足 社 会 需 求 、 探 索 新 的 教 育

模 式 ， 是 这 个 时 代 为 教 育 事 业 提 出 的 全

新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 9 月 22 日召开的教育

文 化 卫 生 体 育 领 域 专 家 代 表 座 谈 会 上 指

出，“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笔者认为，传统

在线式教育已不能适应当前需求，智慧教

育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高端形态”，以智

能技术为牵引变革教育学的关系，推动实

现教育现代化及“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

目标。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个教学单位按

照 教 育 部 “ 停 课 不 停 教 、 不 停 学 ” 的 要

求 ， 通 过 MOOC、SPOC 等 途 径 进 行 云

端授课，成功在“危机”前孕育出教育现

代 化 的 “ 新 机 ”。 然 而 作 为 新 兴 教 育 模

式，智慧教育在教学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

题，因此，如何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后

巩固教育成果、拓展育人成效，是亟须思

考的一个问题。对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为

我们提供了新的理念，即从“以人为本”

的 视 角 出 发 ， 紧 紧 依 靠 师 生 推 进 智 慧 教

育，充分尊重学生主体性，真正实现学生

有价值的全面成长。

首先，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马克

思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也

就是说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传统式教育

侧重统一化、标准式教学，受教育者的个

性需求在其中往往不被重视。然而随着信

息 时 代 的 到 来 ， 面 对 层 出 不 穷 的 新 生 事

物，受教育者的个性化诉求逐步强烈，他

们希望得到既有特色，又能满足其求知欲

的知识。智慧教育的出现能够为这一问题

提供解决途径，它可借助人工智能、大数

据等信息技术，以合理合法的方式收集并

分 析 受 教 育 者 的 偏 好 及 诉 求 ， 在 此 基 础

上，教育者可根据数据反馈，对每名受教

育者的特长、优势等作出判断，并据此深

度 挖 掘 他 们 的 发 展 潜 力 ， 形 成 个 性 化 发

展 ， 实 现 有 教 无 类 、 因 材 施 教 的 教 育 诉

求。

其 次 ， 注 重 学 生 的 自 由 发 展 。 马 克

思在 《共产党宣言》 中指出，“每个人的

自 由 发 展 是 一 切 人 的 自 由 发 展 的 条 件 ”。

在 云 平 台 、 云 数 据 等 “ 外 力 ” 的 支 撑

下 ， 智 慧 教 育 表 现 为 物 联 化 、 智 能 化 的

教 育 形 态 ， 可 将 师 生 从 面 对 面 、 点 对 面

的 教 育 关 系 中 解 脱 出 来 ， 不 仅 扩 大 了 教

育 主 体 范 围 ， 同 时 也 拓 宽 了 受 教 育 者 追

求 自 由 选 择 的 渠 道 。 当 前 智 慧 教 育 虽 取

得 不 小 成 效 ， 但 仍 存 在 网 络 授 课 内 容 单

一 、 课 堂 沉 浸 感 不 足 等 现 象 。 究 其 原

因 ， 除 授 课 理 念 陈 旧 ， 更 多 的 是 源 于 使

用 信 息 技 术 手 段 的 僵 化 ， 而 这 正 是 智 慧

教 育 需 要 着 重 解 决 的 。 智 慧 教 育 要 把 落

脚点放在“人”，充分尊重受教育者的自

由 性 、 主 体 性 ， 灵 活 运 用 并 将 信 息 技 术

的 优 势 发 挥 到 最 大 化 ， 强 调 教 与 学 的

“双向”输送，促进受教育者有价值的成

长、教育者有价值的成材。

最 后 ， 注 重 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 。 马 克

思 在 《关 于 费 尔 巴 哈 的 提 纲》 中 指 出 ，

“ 人 的 本 质 并 不 是 单 个 人 所 固 有 的 抽 象

物 ， 在 其 现 实 性 上 ， 它 是 一 切 社 会 关 系

的总和”。因此教育主体的双方都具有现

实 性 和 社 会 性 的 特 点 ， 只 有 将 国 家 发 展

和 社 会 进 步 作 为 成 长 目 标 ， 明 晰 正 确 教

育 方 向 ， 才 能 真 正 实 现 受 教 育 者 的 全 面

发 展 。 智 慧 教 育 正 是 以 人 的 社 会 属 性 为

基 础 、 以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为 根 本 诉 求 的 新

型 教 育 模 式 。 智 慧 教 育 借 助 信 息 平 台 进

行 探 究 式 教 学 、 体 验 式 教 学 、 互 动 式 教

学 等 探 索 ， 推 动 实 现 价 值 理 性 与 工 具 理

性 的 平 衡 ， 通 过 强 化 信 念 教 育 和 素 质 教

育 ， 为 受 教 育 者 塑 造 正 确 的 道 德 观 念 ，

寓 价 值 观 引 导 于 知 识 传 授 之 中 ， 避 免 将

信 息 技 术 沦 为 传 统 式 教 学 的 工 具 ， 从 根

本 上 落 实 立 德 树 人 根 本 任 务 ， 真 正 实 现

学生有价值的全面成长。

（作者为北京理工大学发展与改革研
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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