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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能帮学生减负
海南家长老师这样说

“从现在起，小学生21：00、初
中生21：30未完成作业都可以不
做了！”近日，安徽省蚌埠市出台《蚌
埠市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
理的七条规定》，在全市试行作业
“熔断机制”，明确小学生21：00、初
中生21：30未完成作业，家长签字
后可不完成当天作业，任课教师要
予以谅解。此规定一经发布，便引
发了广泛热议。

近年来，江苏、浙江、广西、山
东、江西等地都纷纷试行作业“熔断
机制”。作业“熔断”，孩子和家长们
是否会更轻松？对此，海南众多家
长老师和网友也纷纷参与了讨论。

南国都市报记者杜倬荷

家长
孩子情况不一
“熔断机制”难完全实施

“支持作业‘熔断机制’，小学生处于身体发育关

键期，长期熬夜可能导致睡眠不足，达不到教育部建

议的小学生每日睡眠10小时标准，影响免疫力及注

意力。”海口龙岐小学一年级家长黄女士表示，该机

制保障了孩子的休息时间，符合儿童健康需求，且还

能倒逼学校优化作业设计，推动教师提升课堂效率。

“这项机制实行后可能会催生家长私下加练或

报名教辅班补习等现象，尤其是在教育竞争激烈的

地区和学区。建议加强对配套校外培训的监管力

度，并在校内多提供免费课后服务。”黄女士说。

海南枫叶小学一年级家长周女士则表示不支

持这项政策，她认为孩子写作业用时取决于每个孩

子的学习习惯，以及课程内容吸收能力。如果停止

或者不补做，那孩子就完全躺平了。“对于一年级的

孩子，我觉得家长陪伴到位，睡眠满10个小时是可

以完全满足的。”

海口市滨海第九小学二年级家长王女士提出，

对大部分家长来说，在家控制孩子写作业的时间很

难实行，孩子在家普遍会拖拉，比如一般8点前可以

完成的作业要拖到10点才能完成，有的甚至还写不

完作业，就会成为孩子到校的负担，老师也为难。现

在小学生大部分在托管班都能完成，根源还是希望

学校能对作业量进行控制。

“我个人很支持这项政策，但考虑到现在部分孩

子不能在课上及时掌握知识，或是老师的课堂不够

活跃，无法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导致孩子在课

上‘打酱油’，需要回家监督学习才能掌握当日所

学。”海口市第十一小学三年级家长张女士反映，自

家女儿经常写作业到11点，原因是现在的课后托管

有时会变成老师们的课堂，孩子要回家才能将作业

写完。

海口寰岛中学八年级家长林女士表示，作为家

长当然希望孩子能拥有充分的休息时间，但又会担

心其他学生太“卷”导致孩子也不得不一起开“卷”。

“希望老师们能让孩子们充分利用晚修时间完成作

业，将自习时间真正还给孩子们。”

“目前学校留在笔头的作业其实不算很多了，更

多的是要求阅读，并且我认为孩子做作业的时间也

跟自身的效率有关，如果直接实施作业‘熔断机制’

是否过于一刀切？”海口中学小学部一年级家长李女

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谈到，虽然现在学校不主张考试和排名，但最

终孩子还是要参加中考。为了让孩子掌握得更牢

固，对于所学知识的预习和复习是必要的，如一味地

要求学校“减负”，家长反而要操心孩子学习的进度

和课后作业，对家长而言实际是“增负”。在大环境

筛选人才的机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是否实施作业

“熔断机制”不是减少学生压力的关键。

老师
作业“熔断机制”
需因地制宜、因校而异

对于作业“熔断机制”，海南老师们又有何看

法？

“这个机制出发点是好的，旨在保障学生休息

时间，但实施起来可能存在一些难点。比如，不同

学生学习能力和速度有差异，一刀切的时间标准可

能对学习能力较强、想多做练习提升自己的学生不

太公平。”海南枫叶国际学校初中英语教研组长于

晶晶表示。

她建议，针对不同学习层次的学生，可以制定

更加灵活的“熔断”标准，并且老师要更精准地把

控作业难度和量，以保障政策能惠及每一个学生。

海口市美苑小学教师崔佳则认为，影响孩子完

成作业的因素很多，“熔断”一刀切的做法过于武

断。“首先，学生知识掌握情况如何？如果掌握，

可能不需要作业。其次，老师留作业的量如何？如

果不多，‘熔断’则可能连学生基本的复习都保证

不了。最重要的是学生是否有认真完成作业、养成

良好的作业习惯等等。”

还有部分老师认为，该机制做法也许只能放在

小学阶段，对于初中生则较为困难。褚总学科较

多，没有主科和副科区分，全抓必然会花费不少时

间，从而减少作息时间。

“个人完全支持海南实施这项政策。育人的第

一要务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只有健康的身体才能为

往后几十年的生活工作作基础保障。”海南省农垦中

学行政办副主任于小波表示，充足的睡眠时间是保

证身体健康的首要条件，是提高生活学习效率的重

要因素。其次，回家后的作业“熔断机制”是保障

孩子睡眠时间的一个重要保护措施，完全契合“立

德树人”的教育根本方针。

于小波建议，海南继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切

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缩短学生（义务教育阶段）

在校时间，减少无效教学时间，“卷要卷的有效益

有效果”，不能用简单粗暴的堆加时间方式来解决

“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问题和不足。

“此外，需要因地制宜，因校而异。城乡学校

要有区分，不同质量的学校要有区分，不能搞‘一

刀切’，不能层层加码，更不能偷换概念走形变

样，防止出现‘电影院里第一个站起来观影’而引

起‘恐慌性的全体站立观影’的现象。”于小波说。

专家
需结合本土实际调研评判
从根本上提高教学效率

“双减”以来，海南在加强学生作业管理上

做了许多努力和探索。

今年1月，海南省教育厅印发优化义务教育

学校学生作息时间的通知，提出中小学校需指

导家长和学生制订学生作息时间表，规律作

息、按时就寝，确保充足睡眠。小学生每天睡

眠时间应达到10小时，就寝时间一般不晚于

21：20；初中生应达到 9小时，一般不晚于

22：00。

在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培训部负责人何

丽看来，作业“熔断机制”的出发点是好的，

对保障中小学生睡眠和身心健康来说，值得肯

定和推广。

她提到，“双减”以来，许多学校已纷纷

“减负”，尽量保障孩子的作息时间。但部分市

县本身可减的负担并不重，若再“减负”，担心

学生们无法跟上学习进度。加之由于气候原

因，海南夏天的白昼较长，学生学习的时间可

适度拉长。

“海南需要结合本土实际，对各市县展开广

泛、全面的调研，听取多方意见和建议，再进

行科学而客观的评判。”她谈到，可在重点市县

进行试点，并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搜集各校

教师作业布置的量和难度，以及学生完成作业

的时间等等，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将作业

“熔断机制”在全省逐步铺开。

“假如老师们制定的作业量是合理的，但学

生们仍然无法及时完成，那我们就需要追根溯

源，从根本上提高教学的质量和学生学习的有

效性。”

何丽认为，做好作业“熔断机制”，要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即提高教师的课堂效率和质

量。“老师们应深入研究教学内容，设计更具针

对性和启发性的教学活动，精准备课，真正实

现‘减负不减质’，并把更多时间留给学生们做

跨学科的、综合性的作业。”

此外，作业“熔断机制”还需要家长更新

观念，形成家校合作的氛围，家校携手、引导

孩子高效学习，共同为学生创造一个健康成长

的环境。

？

某
小
学
特
设
立
每
周
四
为
﹃
无
书
面
作
业
日
﹄
。

新
华
社
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