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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政策频频出台
作业少了、考试少了，可还是累2016年11月7日《人民日报》第12版（节选）

喊了多年“累、累、累”之后，各地针对中小学生的“减负令”纷纷出台。下
课早了、作业少了，考试的方式也变了，可孩子、家长仍是“累、累、累”。焦虑，
成了形容当下家长心态最常见的一个词。

学习差的要提成绩 成绩好的要更上层楼
心里总有个“别人家的孩子”
家长为何如此焦虑2016年11月8日《人民日报》第12版（节选）

给孩子多报几个课外班，成了不少家长在焦虑情绪驱使下的无奈选择。
按理说，随着近些年教育事业的进步，孩子们已经享受着越来越好的教育环
境，为何家长们的焦虑始终没能减轻？焦虑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

●课内减压，课外加压，双职工家庭焦虑感十足●政策频出，焦虑难消，减负令不是万能灵药●焦虑，是公众对教育有了更高期待●焦虑，因攀比心理而无所适从●焦虑，亦来自激烈的社会竞争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在逼着其中一个家长辞职回家！”
课内减压、课外加压，“双职工”家庭焦虑感十足

《人民日报》11月7日起推出系列报道
关注课业负担从课内转向课外从学校转向家长

孩子减负、家长增负，负担从课
内转向课外

最近，广州一位三年级小学生的
妈妈在网上发的一篇吐槽帖火了。

“现在的学校教育是在逼着其中
一个家长辞职回家！”这位妈妈很无
奈，在帖子里提到了两件事。一件是
学校组织孩子们去海洋馆，回来之后
让每人画一幅“海底世界”。她的女儿
花了一整晚作画，没想到第二天放学
回家却撅起了嘴：“你为什么不帮我？
好多同学的作业就是爸爸妈妈给画
的，有的同学是爸爸妈妈在网上找到
图片然后打印出来的，都特别漂亮。”
一问才知道，这些同学的作业都被贴
到了墙上，女儿的画却被还了回来。

第二件是本学期开学初，老师让每
个同学都交一份记录假期生活的“小
报”。老师要求，把孩子假期里的活动
做成PPT，分成几个系列。三年级的孩
子无法完成，万般无奈之下，作为 PPT
菜鸟的她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出了 3
个 PPT。第二天女儿告诉她，她做的
PPT 连同另外两个家长做的一起作为
他们班优秀寒假作业交到了学校。

听到这个消息，这位妈妈“脑袋
‘轰’的一下”！两件事一对比，她感觉
到问题的严重性——这已经不是学校
布置的作业过繁过难，而是逼得家长
深度介入甚至亲自操刀的问题。她无
比困惑，“我一直觉得教育的原则首先
是教会孩子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教
育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帖子发出后引来许多共鸣。很多
家长都觉得，现在学校布置的文化课上
的作业减少了，但手工、绘画、制作等任
务却多了起来。许多任务与其说是布置
给孩子的，不如说是布置给家长的，需要
家长的全力投入甚至是越俎代庖。

让家长觉得有负担的不仅是这些
另类作业，还有老师提出的“批改作
业、监督修订”等要求。

课内减压、课外加压，“双职工”
家庭焦虑感十足

“我报的班都算少的，多的从周日
早上 8 点补习到晚上 10 点，一个学期
下来光补课费就得两万。”今年正读初
三的昆明学生杨格每周都会选择补
课。“周六晚补习物理，周日上午下午
各补习一堂数学。”

“课堂上教的都是基本知识点，真
要想拿高分还是需要多做题，补习实
际上只是老师指导着做题。”杨格所在
的学校在昆明属于拔尖初中，按照目
前成绩，考上重点高中并没有问题。

“但不补哪行啊，班里几乎没有不补课
的，年级前10名都在补习！”

实际上，目前昆明各家学校都通
过压缩在校时间、减少家庭作业以及
保证体育课和课外活动时间等举措为
孩子减负，中考也通过调整考试方式
以期减少学生课业压力。但记者调查
发现，大多数孩子并未因此减少学习
时间。

“中考考不好就去不了好高中，去
不了好高中就很难考上好大学，考不
上好大学就进不了好单位。”在杨格的
母亲朱女士看来，在目前的高考选拔
机制下，还是以分为主，“别家孩子还
在努力，孩子以后咋办？”

在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由孩子教
育问题引发的焦虑感十分常见，这样
的焦虑感在一些“双职工”家庭表现得
更加明显。

政策频出、焦虑难消，减负令不
是万能灵药

事实上，教育部和地方教育主管
部门都曾先后出台多项政策，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

早在 1955 年，教育部就发出新中
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减负文件《关于减
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之后，
几乎每隔几年，相关部门就会根据新
形势出台相应减负政策。1964 年、
1978 年 、1988 年 、1994 年 、2000 年 、
2004 年⋯⋯政策规定因时而变，“规
格”也越来越高。2010年，国务院印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将“减负”作为教
改的重要目标。2011 年全国两会上，

“减负”首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
除了“规格”提高，减负的措施也

变得更加具体。尤其是在地方层面，
各地陆续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和落实
减负工作，对在校时间、课后作业、考
试、补课、休息和锻炼时间等做了严格
细致的规定。

总的来看，各地区主要从入学选拔
和在校教育两个方面加以限制。

有的地区如河南，除了实施小学就
近入学和取消小升初考试，同时还禁止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单独或与社会培训
机构联合举办培训班。有的地区选择
以减少平时考试次数为切入点。北京
规定，小学除语文、数学、英语每学期期
末可以举行一次全校或全年级学科考
试外，其他课程不得组织考试。

尽管政策频出，孩子的负担和家长
的焦虑却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日前，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少年儿
童发展状况研究报告”调查显示，“00
后”在校时间和做家庭作业时间均超过

“90后”，学习负担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
重，睡眠不足现象也更严重。

焦虑，是公众对教育有了更高期待
家长的焦虑，往往并不因孩子成

绩的好坏而改变。
如今的家长，对教育有了更高的

期待与要求，而大多数学校的教学，
对此显然力不从心。

有专家指出，家长焦虑的深层次原
因，仍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有限。随着

“就近入学”制度的越来越严格，以及推
优、特长等比例的逐年下降，使得“学区
房”成为了上好学校的唯一途径，但高
价的学区房又不是普通家庭所能承受
得起的，于是，尽管推优、特长的名额越
来越有限，还是使得不少家长逼着孩子

“背水一战”，在奥数、钢琴、英语，以及
各种竞赛中谋求出路。

相关专家表示，以公众目前对教育
的需求，仅靠学校显然远远无法满足。
但也不得不承认，很多学校在课堂教
学、课后作业安排等方面效率较低，增
加了学生的负担和家长的焦虑。

石家庄一中教师吕学功认为，当
前，很多学校的作业布置并不科学，还
没有做到分层次、有针对性、个性化地
布置作业，难免存在“将已经掌握知识
点的学生和尚未掌握知识点的学生混
为一谈，造成学生负担的增加以及学习
效果的不尽如人意。”如何在保证整体
教学质量基础上减轻学生学业压力、更
有针对性地教和学，是学校需要思考和
提升的地方。

焦虑，因攀比心理而无所适从
尝试，是很多家长给孩子报课外

班的心态写照。石女士的儿子目前在
北京市丰台区读小学四年级，从一年
级开始，石女士便开始了盲目的尝试：
为孩子报了围棋、画画、游泳、作文、武
术等 8 门课，英语课一年一万多元、武
术课一年 6500 元、作文课一节 200 元
⋯⋯“我的儿子有一次以‘我的烦恼’
为题写作文，结果他写‘我的烦恼就是
我妈妈给我报了很多辅导班’，我看了
真是五味杂陈。”石女士说。

石女士的做法并不罕见。
“我也很想淡定，但是你去看看

今天的学校，英语课堂上，一部分孩
子还在从 abc 学起，一部分孩子已经

可以大本大本地阅读原版《哈利·波
特》了，让我怎么淡定？”

“我也不想攀比，可是，每每茶余
饭后，妈妈们总会聊起给孩子报了什
么课外班，当你听到人家的孩子已经
上了奥数、英语、美术、舞蹈、书法、钢
琴，而自己的孩子还什么技能都没
有，怎么可能不焦虑？”

攀比心理，是很多家长焦虑的来
源。很多家长在教育孩子时往往以

“别人家的孩子”为参照物。
在北京一位中学校长看来，随着

社会的发展，尊重孩子意愿、让孩子
快乐成长的教育理念，很多家长并不
是不懂，但却架不住现实环境的带
动，只能在焦虑中做出上这个辅导班
还是那个培训班的茫然选择。

焦虑，亦来自激烈的社会竞争
高露是济南一所重点小学的班

主任，经常与家长打交道的她觉得，
只要有竞争，家长的焦虑就很难消
除。“无论是将来的高考还是就业，不
管采取怎样的选拔形式，分数也好，
综合素质评价也罢，总要分出个三六
九等，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家长怎
能不焦虑？”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洪
明认为，理性看待压力与焦虑，是当前
不少家长必须学会的一课。不存在没
有压力的学习，单纯减负是行不通的。

“比较而言，欧美等国家学生的
压力同样不小，只是这些国家学生的
学 习 压 力 更 多 基 于 个 人 兴 趣 和 自
愿。而我们国家，很多孩子的压力和
负担来源于不喜欢和被迫。”洪明说：

“家长更应该做的，是让孩子明白压
力的积极意义，学会用积极的方式应
对压力。更要引导孩子学会学习，提
高效率。家长和孩子都要转变学习
观念，把学习本身视为目的，尽量淡
化功利的味道。”

如何才能有效缓解焦虑，在专家学
者以及广大教育实践者看来，这需要教
育系统、学校、家庭、社会的合力配合，
课程改革、教师培训、家长教育、社会引
导等各个环节，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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