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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glll（楼主）
多地教育局发文建议，暑假作

业可缓交或以其他个性化方式减

免。大家怎么看？

龙泉许东宝
作业既然布置了，总要上交，为

什么按程序工作都这么难？学生做

作业，教师批改、反馈，学生订正作

业，这样才能有利于学生进步。暑

假整整两个月，学生都不能按时把

作业交上来，教师也不敢怎么样，只

能任其缓交，这不太合适。作业能

缓交，高考能不能缓考？

Yhglll
个人也是觉得弊大于利。

先说利，一是能缓解学生开学

焦虑，避免在学期初激化因作业引

起的亲子矛盾和师生矛盾。

二是能让一部分有个性化学

习观念的学生名正言顺地摆脱低

效作业的困扰，把暑假的时间用到

更有意义的地方。

再说弊，一是容易给学生及家

长造成误读。缓交虽然是不得已

而为之，但可以理解为作业不完成

没有关系。长此以往，教师的威信

就会下降。

二是让踏踏实实完成作业的

学生感到不公平。起初可能只有

少数学生选择暑假作业缓交或置

换，但因为有了这个政策，就会有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缓交或不交

的队伍。

通过类似临时打补丁的方式

出政策，就像一种弱化版的饮鸩止

渴，学生容易形成不良依赖。不做

作业也不用付出代价，这与责任感

的培养背道而驰。

宋国萍
“我家孩子的暑假作业好几道

题没做出来，我只好让她猜答案交

差，不知道老师到底批不批改暑假

作业？”这是某网站交流帖子中一

个小学生家长的疑惑。

确实，不少学生苦苦赶完的暑

假作业，到教师那儿往往得到的就

是一个“√”或者一个“阅”字。

于是，一些“胆大包天”的学生就草草完成或干

脆不做，而且根本不必担心被教师发现。对于学生

的这些“秘诀”，许多教师也心知肚明。暑假期间学

生的作业质量不高，因此部分教师采取的策略是全

部收、抽样批，但这样的方式终究治标不治本。

徐如松
出台“暑假作业可以缓交或者个性化减免”等

措施，形式大于实质。

前些年我当校长，了解到的情况是，有的教师

都不批改暑假作业，或者只是部分打个“√”或写

个“阅”。

从教师角度讲，开学时段工作繁忙，暑假作业

要在短时间内认真批改、及时反馈，很难做到。我

一时也给不出好的建议。

宋国萍
我理解学生的苦衷，也明白教师的艰难。

为保证学生们在假期中“匀速前进”，而不是到

最后几天“恶补”，我每日都安排一个学生进行“作

品分享”。当日，他必须提供的是各类书面作业的

照片，机动分享的是当天自主学习（如艺术、体育、

实践活动等）的照片。18：00前，请家长协助发原

图到班级QQ群。如此操作，确实为每个学生都创

造了展示机会，无形中也督促了每个学生“今日事

今日毕”。

学生返校之后，会拿到一份伙伴互评表：1.请

学生上交所有的暑假作业，请学号1~35的学生查

阅；2.确保所有作业已经查阅完毕，才能打上等第；

3. 查阅时，请圈出错误之处，写上评语，督促其改

正，还可以在“友情提醒”栏温馨提醒；4.批阅特别

认真者，奖励乐学币1~3分；如果打“友情分”或者

胡乱打分，批阅者一次罚乐学币1分。

如此互评作业，学生们可以感受到伙伴的认

真，也可以从他人的错误中得到警示。

□朱小毛

下午第二节课，我一如往常提前

1分钟进教室，往讲台上一站，发现下

面趴倒一大片。

上课铃响过之后，有几个学生睡

眼蒙眬地抬起头，有的还打着哈欠，还

有很多学生仍然趴着，一动不动。

有学生跑上来要帮我擦黑板，被

我无声地阻止了。然后，我在希沃白

板上写了一行字：“有人还在睡觉，要

不我们再睡5分钟如何？”

几个刚抬头的学生，一脸笑又趴

了回去。11个学生没睡，各自忙着自

己的事。

5分钟之后，一小部分学生醒了，

我还是没出声，又在希沃白板上给那

些醒着的学生布置了下一阶段的学习

任务。

15分钟之后，学生陆续醒了，我开

始讲昨天作业中的错题。讲题之前，我

轻声地交代了一句：“实在还很困的同

学可以继续睡，没关系的。”

上课让学生睡觉，这事我没少做，

我从心底理解学生。

上高中时，我是教师眼里的好学

生，非常听话守纪，但也经常在课堂

上睡觉。印象最深的是上午的第一

节课，我经常是萎靡不振，只想睡

觉。每到这时，我会强迫自己别打瞌

睡，但效果不好，感觉特别不舒服。

有时偷偷睡一会儿，哪怕是几分钟，

醒来之后神志就清醒多了，听课也会

更专注。

现在的学生比我那时学习压力更

大，在教室里的时间更多，自由活动的

时间大大减少，睡眠时间也大大减

少。学生缺乏活力，因此更容易犯困。

我上高中时，从来没有觉得上课

枯燥，但我教书31年后，却越来越感

受到课堂的乏味，听了很多课，也就

能够理解学生坐在教室里是多么容

易睡着。

我相信，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那

一刻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睡眠。

学校是禁止学生上课睡觉的，将

其视为学习态度不端正的表现，担心

这样会影响学习成绩。关注分数当然

没错，但不能只关注分数，而忽略学生

的健康。眼里只有分数，看不见人，

这样的分数又有多少意义？

教室前面的墙上贴着“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其实这句话是有前提的，

即只有当学生的生命状态表现为健康

时，学生的学习才有动力，成绩也不会

差到哪里去。

在我看来，真正要解决学生上课

睡觉的问题，教师不能仅仅是批评、禁

止和惩罚，而应该引导学生自觉遵守

课堂纪律。

学生犯困，意味着此时恰恰是他

们最需要教师帮助的时候。教师关心

学生的身体状况，满足学生的生命需

求，能促进学生学习。

有人担心我：“你这么好讲话，学

生会故意欺负你的。”

不错，学生会以为我“软弱”，会故

意欺负我，那就让他们欺负就是。真

实的情况是，我教书大半辈子，至今还

没有遇到一个利用我“好讲话”而故意

欺负我的学生，我相信将来也不会

有。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

在我的观念中，“好讲话”就是尽

量地理解、尊重、宽容别人。经验告诉

我，当我这么“好讲话”时，学生也会对

我很“好讲话”。

因此，如前所述，当学生上课睡觉

时，我极少批评和指责，恰恰相反，我

会安慰学生，让他们安心踏实地睡上

一阵子。

学生不是机器，是活生生的人。

生命是活的，也是柔软的，需要温暖，

需要善待。

教师作为可能对学生的生命有重

要影响的人，首先要充分地信任学生，

相信学生的本性是积极向善、向美和向

上的，相信学生的生命潜力是实现生命

的美好。所谓的“教育”，就是要帮助学

生充分展现生命本性，实现生命潜力。

我们要拒绝那种机械、冰冷的对

待学生的方式。无论是课堂上，还是

课外，教师主动传递的友好、善意、温

柔不仅能让学生感到更愉快，还会更

显著地促进学生学习。

当教师真诚对待学生时，得到的

回报不只是成绩，还有很多很多，比如

学生更加自信、更加善待他人、更加懂

得爱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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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师生同餐，你怎么看？”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近日，湖州开
发区实验幼儿园幼儿身着汉服，与教师一起玩
转传统游戏。这是该园围绕“水韵菰城”园本课
程开展的“感受国风魅力，传承中华文化”体验
活动。课程围绕“清丽湖州”“物阜湖州”“人文
湖州”三个方面，让国风之美浸润幼儿心田。

（本报通讯员 邹丽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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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上课睡觉是不是问题

没有姓名的作业本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班里有4个学生的作业习惯很不好，作业经常迟交或不
交，错题经常不订正。因此，我要求他们把作业单独交给我。
尽管如此，只要我盯得不紧，他们的老毛病还是会犯。

一学期下来，我发现小秦的作业习惯明显比其他3个有
进步。

新学期初，我把小秦叫到身边，表扬了他，并宣布从本学
期开始，他的作业本不用再单独交给我，可以通过所在小组统
一上交。

小秦听了很高兴，小步跑出办公室。
我知道，培养一个良好的习惯没有那么简单，中间一定会

有反复，平时还是需要有人督促他、提醒他。这个任务不能由
某个固定的人来完成，我想用集体的力量来影响小秦。

我把小秦所在小组的成员叫到一起，告诉他们，如果全组
能及时圆满完成作业任务，到期末优秀小组评选时，给他们小
组加20分。

要完成这个任务，主要的难点在小秦。我让每个成员都
成为作业检查员，并提出了相关要求。

1. 小秦的各科作业本不写上姓名，姓名栏上只写“第
二小组”。

2.下发作业本的时候，拿到小秦的作业本，不要马上转给
小秦。

3.随机拿到小秦作业本的
学生负责当天的检查：上次作
业是否完成，错题是否订正
好。如有问题，及时督促小秦
完成。

隔段时间，我就会从组员
那里了解情况。从他们的反馈
看，虽然其间小秦有漏做或没
及时订正的现象，但在他们的
提醒下，最后还是都完成了。

□杭州银湖实验中学 李栋奇

什么是地理？书上写着，它是一门
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

翻开初中课本的地理部分，有地

形、气候等地理要素的详情，有日本、澳

大利亚等国家的概述，课本的编写有通

识性、符合逻辑且内容丰富。但按照计

划完成课程教学后，学生仍不乏这样的

疑问：“浙江在哪里？”“杭州不是温带季

风气候吗？”

在学生们的眼中，地理好像就是书

本上写的那些内容。“地理与我们有何关

系？学地理可以做什么？”他们不太清楚

甚至一无所知。

难道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吗？应该

是有的，看看在那书柜里沉睡了3年的

《人·自然·社会》，在那只有公开课才会

拿出来上的《最忆杭州》。乡土地理教

育在我看来，不应该缺位，地理课堂不

能没有它。

因此，在地理复习课的时候我专门

设计了这样一节课，希望既能够完成学

科的复习任务，同时也能融入乡土地理

的内容。

在教学设计中，我选择本地的竹作

为研究对象。竹是一种具有南方特色的

植物，适应着富阳的山水自然；从文化上

讲，竹是一种高风亮节的植物，为文人墨

客所喜爱。

“竹乡奇妙夜”是本地的节日，我在

课堂上利用真实情境导入。

第一个环节是“富春山水育竹乡”。

学生通过富阳竹林分布图及富阳气温降

水量图，熟悉富阳的地形和气候特征，同

时认读地理图表。在课后的交流中，很

多学生表示，在这节课中第一次看到富

阳的地图，第一次知道富阳的地形是长

什么样的。

第二个环节是“民安物阜因竹兴”。

学生通过阅读相关资料，观察真实的竹

产品，感受富阳竹文化、竹韵味，了解富

阳经济发展和生活变迁，提升对家乡的

自豪感。

课前，我查找了富阳本地竹产业发

展情况的资料，购买了富阳本土的竹产

品作为教具，还找到了过去富阳人使用

竹子的老照片。

在小组展示发言中，学生看到了富

阳的竹之美，看到了富阳人身上竹的品

质，这些品质也在学生的身上体现。

最后一个环节是“奇思妙想蕴竹

情”。通过前两个环节挖掘富阳的竹文

化特色，设计logo、海报、宣传册等，将

这份乡土之情外放且物化。

整堂课以学科知识为始，以乡土特

色为实，以创意设计为果，是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的真实写照。学生们了解了家乡

的经济生活，感受到竹子的美丽精神，为

富阳地区发展出谋划策。

地理课堂不能没有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