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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内超10个省份出台文件叫停家长批改作业

一纸“作业”禁令能否给家长减负

前不
久，江苏一
家长称老师要
求家长批改作业、
辅导功课，使得自己
承担了老师应负的责任
和工作，大呼“我就退出家
长群怎么了”引发社会热议。

11月10日，辽宁省教育厅
在其官网公布《辽宁省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管理“十要求”》，
其中明确指出，教师必须亲自批
改作业，严禁家长、学生代劳。
对于不按时亲自批改作业的教
师，一律取消职务晋级、评先评
优资格，学校校长取消评先评优
资格。

其实从2018年至今，已有
辽宁、浙江、海南、河北、广东、山
东、贵州等10多个省份的教育
部门出台相关文件“叫停”家长
批改学生作业的做法，有的地方
还明确定期开展作业督查，甚至
将作业管理纳入绩效考核。

家长直言招架不住
教师吐槽任务太多

有不少家长对批改作业有
怨言，一位初二学生家长李丽
（化名）说：“现在老师布置作业
后基本都要求家长批改，老师
就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把作业
批改的工作交给家长，那还需
要老师干嘛？而且批改作业对
于像我这样初中毕业的家长来
说太难了，英语和数学作业我
都看不懂，一会是网上作业，一
会是家庭作业，真的招架不
住。”

也有老师委屈地说：“老师
的任务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
轻松，家长把老师当保姆，学校
把老师当杂工。除了基础的教
学工作外，还有一堆会议、培训、
报告、检查，精力严重分散。”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程平源
对家长批改作业这一现象做了
分析：家长批改作业使家长承
担了学校的工作，也承担了学
校的职能。这种现象背后是教
育制度、社会结构等更深层次
的原因。

程平源说：“教育向市场开
放，导致竞争急剧增加，为此家
长需要通过辅导班的形式来提
升孩子的成绩。这种情况下，
教育变成一种经济活动，追求
分数如同工人追逐产量一般。
此时就形成了连锁反应，即家
长在里面拼、孩子在里面拼、学
校老师也被鞭子赶着跑。老师
有校长考核，校长有教育局考
核。”

在程平源看来，老师掌握
主动权，其个人基本没有办法

完
成 庞
大 的 工
作量，家长
又积极配合，
比如在以分数为
目标的辅导班上，
家长与老师配合。有
些家长还会更加消极地
迎合，如送礼等。家长与老
师之间产生了一种和谐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不是
老师主动把任务交给家长，而
是家长主动接受老师委派的任
务并且以此为荣，此时家长和
老师就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

教书育人才是核心
家校配合至关重要

在谈到家长批改作业是否
存在弊端时，北京外国语大学
法学院教授姚金菊说：“这个问
题不能一概而论。从孩子的成
长来说，家长起码要检查一遍
是否有因疏忽大意而出错的
题。老师如果让家长把所有作
业都改对，这是一个高要求，但
如果老师让孩子把会做的题都
做对，那么这个要求并不过
分。”

其实也有不少家长表示理
解，他们认为，教师的一项工作
是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及时给
予学生正确的反馈和评价，同
时也为自己的教学工作提供反
馈信息，可以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更好地促进师生共同进步，
也可以为家长提供学生最近的
状况。家长也不能不管不问，
要配合教师监督孩子准时、认
真地完成作业。

部分家长反映，老师总会
布置一些形式化或超出学生能
力的作业，学生根本不可能独
立完成。

家长郝静（化名）说：“我的
孩子上幼儿园，老师布置的手
工作业、拍摄短视频作业等，都
要家长参与完成，还会制作‘宝
贝小档案’，我经常帮助孩子做
完作业后再写自己的工作报
告，常常忙到凌晨三四点。”

姚金菊对此发表了自己的
观点：“老师在布置作业时不要
揠苗助长，要考虑到学生的可

完
成 程

度 ，最
好 可 以 对

学 生 进 行 分
级引导。虽然义

务教育说的是一视
同仁，但孩子的发展确

实各有差异，是否有可能
在布置作业时进行分级。义

务教育讲究公平，但对于学生
来说质量才是最大的公平。人
在一些方面各有所长，所以我
们要因材施教，这就对老师的
学识和管理提出了能力要求。”

“除此之外，老师也要更多
地了解家长的情况，家长有没
有能力批改作业。有的家长愿
意辅导且有能力，有的家长有
能力没意愿，有的家长有意愿
没能力。家委会和教育行政部
门要帮助老师规避风险，引导
家校互相理解。”姚金菊对记
者说。

“一刀切”并不可取
教育协同值得关注

对于部分省份“叫停”家长
批改作业的举措，姚金菊认为，
这是部分省份要给家长减负，但
家长确定这个减负就是完全不
管孩子的教育，而是让学校承担
全部责任吗？

“有问题的时候教育行政部
门马上对付老师，这是不对的。
如果教育部门想要回应家长，那
么首先应该把这个事情调查清
楚。老师布置作业的量和难度
如何把握，也是一种挑战。不仅
要加强对老师的指导，也要加强
对家长的引导，这样才是最好
的。‘一刀切’的做法对老师也有
些许不公平。”姚金菊说。

程平源对在复杂机制起作
用的情况下，通过一个文件的形
式是否能够有效改善现状表示
质疑。他认为，如今各种各样的
文件越来越多，会加剧各种各样
的矛盾，比如师生之间、家校之
间的矛盾。冲突下的矛盾上交
给权力部门，比如教育部门。上
级采取的措施简单粗暴，即下文
件。如果文件没有研究矛盾产
生的更深层次原因，则又会导致
一系列问题。

程平源说：“‘一刀切’的做
法会导致更多矛盾出现，这就
是我们常常说的对学生减负也

就是加负，一减负就立刻导
致加负。通过文件形式

只能起到短期整治威
慑作用，但这个威

慑作用没有考
虑到教育制

度和社会
结构。”

那
么应该如

何改变现状？
程平源认为，从

根本上来讲，目前
的教育问题还是以分

数为核心、以分数为目标
这样一种单一的评价体制

导致的。评价一个学生，最终
是以单一的分数来评价。每
个家长、每个学生都在追求分
数，现在还通过大数据的方式
来考核教师的月考、周考等，
每个人在这种体系下都很有
压力。

程平源建议，如果要从根
本上改变问题，就要回到教育
本身的规律。教育的规律要求
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一个学
生如果不是数学家的种子，那
么即使拼命学数学也可能学不
好。现代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发
展每个人的潜能，发挥每个人
的才能。每个人都不同，需要
选择性地学习，要扬长避短。
我们现在是取长补短，并且不
是由教育专家评价，而是由教
育行政部门评价。

“一个学生是否优秀只有
老师的眼睛才能看得出来，分
数是看不出来的。学科分数
与能力是分离的。比如，一个
人语文成绩再好，不一定能成
为文学家；一个人语文成绩不
一定很好，但是他大量阅读，
腹有诗书，这样的人也许能成
才。现在的淘汰机制，把人的
天分、才能都淘汰掉了。”程平
源说。

姚金菊提出，教育协同问
题需要有人关注，比如让孩子
两点多放学但是家长这时还没
下班，怎么办？教育不能就事
论事，社会出现一个热点问题，
我们马上进行回应，如何协同
才是最重要的。

姚金菊认为，如
果教师真的违反了
师德师风，上课不
讲，下课讲，以此来
营利，这是不正确
的。但家长批改作
业被叫停这种“一刀
切”的做法也是不可
取的。布置作业、布
置多少作业是我们
需要考虑的问题。
减负，减了孩子上学
的负，增加了孩子上
课外班的负，这种结
果是谁导致的？并
且这种“一刀切”的
做法也会打压教师
的积极性。

据《法治日报》

■ 相关链接

部分省份
规范中小学生作业要求

山东
（2018年4月25日）

关于印发《山东省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作业批改必须由教师完
成，不得让家长批改作业。”
广西
（2019年12月10日）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
生减负实施方案》

“不得布置重复性、惩罚性
的作业，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
或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
浙江
（2019年12月11日）

《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
作实施方案》

“不得要求家长通过打卡
提交文化学科作业，不得将学
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将作业
管理情况纳入学校绩效考核范
围。”
河北
（2019年12月12日）

河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
于印发《河北省中小学生减负
措施实施方案》的通知

“不得给家长布置作业或
让家长代为评改作业，坚持做
到教师留的作业亲自及时批
改。”
广东
（2020年1月21日）

广东省教育厅等九部门关
于印发《广东省中小学生减负
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杜绝将学生作业变成家长
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学校要建立完善学生各学科作
业量情况摸查制度，并及时将摸
查结果反馈给任课教师。”
海南
（2020年3月31日）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
《海南省中小学校教学管理常
规》等四个文件的通知

“教师应杜绝要求家长检
查批改作业，并不得布置重复
性和惩罚性的作业。”

本报综合

● 从2018年至今，已有辽宁、浙江、海南、河北、
广东、山东、贵州等10多个省份的教育部门出台相关文
件“叫停”家长批改学生作业的做法，有的地方还明确
定期开展作业督查，甚至将作业管理纳入绩效考核。

● “一刀切”的做法可能导致更多矛盾出
现，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对学生减负也就是加
负，一减负就立刻导致加负。

● 教育规律要求对学生进
行多元评价。一个学生如果不是
数学家的种子，那么即使拼命学数
学也可能学不好。现代教育的最

终目的是发展每个人的
潜能，发挥每个人的

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