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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不写书面作业: 一所小学的素质实验

核心提示

再也不必承担书面家庭作业，取而代之的
是看《新闻联播》《百家讲坛》节目、家务劳动等
６项素质作业，武昌实验小学新设的“终身发
展实验班”学生将享用这一“成长套餐”。

武昌实验小学实施与“高考指挥棒”指向
相反的创新举措，原本以为会反应冷清，却被
勇于吃“螃蟹”的家长们所追捧，一时报名火
爆。这一现象，是学校顺应了素质教育的潮
流，让负担过重的孩子重拾童年，还是家长们
将孩子前途与快乐的童年做一次冒险博弈？

学校素质教育小试牛刀，家长
老师勇吃“螃蟹”

新学期开学，武昌实验小学开设“终身发
展实验班”。这个班的学生从１至６年级全部
取消书面家庭作业，同时增加６项“素质作
业”：劳动作业、锻炼作业、阅读作业、思维作
业、组织作业和鉴赏作业，家长也不能给学生
买任何教辅资料。在作息时间及收费上，与其
他班级没有区别。

此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校长张基广表
示，“终身发展实验班”的开设初衷是为了给学
生减负，把时间还给孩子，让他们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全面提高各方面的能力。

学生是否加入实验班完全按自愿原则进
行。新学年开学，400多名新生中就有 88人选
择了“终身发展实验班”。张基广说，报名情况
出乎校方意料，原以为一个班都招不满，没想
到要开设两个班。“这个实验班毕竟与应试教
育的‘指挥棒’格格不入，我担心没有家长和老
师敢‘吃螃蟹’。没想到，报名的学生还不少，
88 名学生家长们选择将自己的孩子送入这个
班，这对学校推行素质教育尝试是一种肯定和

支持。”
实验班的教师队伍同样采取“自愿加入”

原则：老师自愿报名后，再由学校挑选。青年
教师蔡青在学校教了４年语文，但从来没教过
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他报名担任了其中一个实
验班的班主任。“正是因为这个班的先进理念，
我才决定试一试。我相信这个班的孩子不会
差。”他对实验班的未来充满信心。

张基广说，素质教育、学生减负喊了这么
多年，但实施的效果并不好。从两三年前开
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能不能开设一个班
进行试点，让学生彻底告别书面家庭作业，再
也不用每晚做作业到深夜。今年暑假期间，学
校召集相关老师开了几次会，探讨“终身发展
实验班”可行性问题，大多数老师对这个发展
方向比较赞同，认为符合教育规律和孩子们的
成长规律。

据了解，开办“实验班”只是一种教育探索，
武昌区教育局等相关部门也很支持这一做法。

没有书面家庭作业，如何保证
成绩不落后？

“终身发展实验班”的最大特点是，减去学
生的书面作业，增加相应的“素质作业”，以培
养孩子动手能力和劳动能力、阅读演讲能力、
组织能力和合作互助能力、开发他们的思维能
力、艺术鉴赏能力，增强孩子的身体素质。

如“劳动作业”——学校不再安排生活老
师，扫地、擦桌子等劳动由学生自己完成；孩子
放学回家后，家长还要安排其做适当的家务劳
动，如洗碗、拖地等，完成后需由家长签字证
明。“锻炼作业”——学生应在早上上课前20分
钟左右到校，在老师带领下做早操锻炼。回家
后，孩子也要做一些如跳绳、仰卧起坐等锻
炼。“阅读作业”——学生平时在校期间看了的
中英文书籍，要能演讲出来。晚上回家要看

《新闻联播》、《百家讲坛》等节目。
“思维作业”——老师在课上经常鼓
励学生主动提问，变被动学习为主
动学习。家长在孩子回家时也要让
孩 子 多 思 考 ，多 提 问 。“ 组 织 作
业”——在校期间，实行班干部轮换
制，所有学生都有机会当班干部，成
立学习互助小组等。“鉴赏作业”——
在“终身发展实验班”课程中，学生一
年只学习水彩画、国画、油画、钢笔字
其中一种技能，能学好则一辈子都受
用。每个学生在六年学习期间，争取
掌握一门乐器演奏。

张基广强调，这六项“素质作业”
并不是要求学生每天都全部完成，老
师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布置，学生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当选择。

“终身发展实验班”的方案引起家长们热
议。不少家长表示赞同，他们认为这种做法

“能有效减轻孩子升学压力，也能让孩子成长
更加全面”。但也有些家长持谨慎态度，认为
孩子将要面对升初中、高中及高考等多项重要
考试，分数是绝对标准，没有书面作业，如何保
证成绩不落后？

给孩子报名参加实验班的学生家长刘健
认为，六项“素质作业”都是孩子成长需要具备
的能力，自己一定按要求督促孩子，“现在一些
大学生不能适应大学生活，就是因为只顾埋头
学习，从小缺乏这方面能力的培养。”

张先生开始给孩子报了普通班，经过慎重
考虑后，还是选择了“实验班”。他说：“现在都
说学生的压力很大。作为家长，我不希望我的
孩子从小就背负过重的负担。实验班的做法，
我认为能有效减轻孩子的压力，同时六年的

‘素质作业’也能让孩子成长更加全面。”
陈女士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在报名时就央

求校长将自己孩子收入“实验班”，认为“实验
班”更适合孩子成长。

而已报名参加“实验班”的许同学的妈妈
却仍在犹疑，还在考虑要不要把孩子转到普通
班，“我很矛盾，这个实验班确实很吸引人。但
我的工作比较忙，没有太多的时间管孩子。如
果孩子没有书面家庭作业约束，岂不是‘放羊’
了，以后考试成绩不好怎么办？”

“六年不做书面作业，到了初中甚至高中，
谁知道还能不能跟上呢？为了稳妥起见，我还
是决定选择普通班。”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李女
士还是给孩子选择了普通班。

对于家长的担忧，张基广说：“学生的发展
不能只看一两年的学习成绩；评价实验班的成

败，应该看整个小学六
年。我们不会因为班级
成绩一时的好坏去否定
老师。只要老师、家长们
按照开设班级的理念做，
我相信六年下来，孩子们
的成绩不会差，综合素质
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有 10 多年教龄的吴
锦萍是实验班的班主任之
一。“选择带这个班，是一
个锻炼机会，也是一种挑
战。”她说，要学生在有限
的时间里，把该掌握的知
识学好、把该做的作业全
部完成，并同时培养他们
六方面的素质，非常考验
老师的智慧和能力，“我现
在成天想着如何改进教学
方法，一刻都不敢懈怠。”

“无家庭作业
班”会不会成为教育“另类”

国家一直大力倡导素质教育，而这个“无
作业班”的开办无疑是顺应了“减负”潮流，成
为“作业多，负担重”的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救
星”。但这个“无作业班”会不会成为教育“另
类”，也引发了各方热议。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导师周光
礼教授认为，“终身发展实验班”的理念符合孩
子身心发展的规律，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探
索。“这种做法与一些国外小学的做法相似。
有些国家的基础教育看起来一般、体现不出学
生的学习优势，但这些孩子进入高中、大学后，
非常具有创造性。因为他们从小养成了自主
学习、思考的能力。”

周光礼认为，国内目前的基础教育，让学
生耗费过多的精力在应试上，导致他们进入高
中、大学后的发展动力不足。他建议，“终身发
展实验班”的老师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引导家
长们如何做，因为改革不能由学校孤立地进
行，需要家长的配合和支持。

但他同时提醒，从目前的国情考虑，局部
的试点改革对学生来说也存在风险。因为现
在的高考、中考都是选拔性考试，分数优先，

“实验班”的孩子若因为练习过少，在考试上跟
不上，可能会吃亏。

网友王翔认为，“无家庭作业班”的开办，
让大家看到了人们对“素质教育”新的尝试和
努力，虽然在大的社会背景下，这种办学理念
与现实还存在一些差距。“素质教育”要加强，
而“应试教育”又不能彻底抛弃。积极让这种
创新的教育理念与现行的教育制度接轨，找到

他们之间最佳的契合点，还需要教育工作者做
进一步的探索和努力！

也有网友表示担忧，单单是小学进行素质
教育，是无法穿透整个教育体系的。在当前中
国“应试教育”大旗依然飘扬的教育制度下，我
们还是不免有点为这个创新的教学理念担心，
担心它会成为现行教育制度下的一个“另类”。

事实上，不少家长和网友都存在一个矛盾
心理，就是搞素质教育，会影响学习成绩，面对

“高考指挥捧”，孩子们会吃亏。
网友貘宁说，敢于挑战应试教育的尝试很

好。但是在中国分数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学生能
力好坏的唯一标准。即使少数家长还有学生愿
意这么做，但将来面对升学考试时优势何在？

学生家长李女士说，七八岁的孩子，本来
自控能力就差，现在连家庭作业都不做，那就
是让孩子们“放了羊”，课堂所学知识靠什么去
巩固，我们又能拿什么去保证他们的成绩不落
后呢？一味进行“素质教育”，到升学考试时，
吃亏的还是这些孩子们。

还有人坦言武昌实验小学的做法比较“激
进”，汉口一小学负责人表示：“实验班的理念确
实可以提高孩子们的综合素质，但是如何与初
中、高中衔接，是一个问题。毕竟，在高考指挥
棒下，所有学生都必须做题练习，才能拿高分。”

张基广表示，任何新的教育改革都会有争
议，“我已经做好了面对各种声音的准备。这
两个班的开设是家长自愿为孩子报名的，只要
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就会一直办下去。”

网友“上善若水”说，教育是一个长期过
程，需要耐心等待。即使在应试教育的压力
下，家长妥协了，“终身发展实验班”不能再继
续下去，但不可否认这仍是一项有益的探索尝
试。 据新华社

以关系论英雄
抹杀的是公平竞争
《中国青年报》报道，几乎所有就业信息网的应聘

系统中，都设置了“家庭收入”这一条目，浙大毕业生
张一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选择了空白，因为她来自福
建贫困农村。记者在7所高校进行了相关调查，统计
结果显示，70%的被调查者认为，在就业应聘中，他们
遭遇过来自家庭状况的压力。如北科大的付晓今年
应聘一家房地产集团，过五关斩六将，终于进入了“终
面”。没想到面试官劈头盖脸就这么两句：“家里是干
嘛的？如果我们需要相关资源，你能提供吗？”家境贫
困的他只能在最后关头因为“出身”而落败。

这个“出身”从表面上看，是问“家庭收入”，问
经济地位，有点像以前问家庭出身是“贫农”还是“地
主”。大学生刚找工作，他们自己当然是“赤贫”，但
这么一问，他们是“富二代”还是“贫二代”立见分
晓。那么，招聘单位是不是觉得“富二代”的素质普
遍要比“贫二代”高，能力普遍要比“贫二代”强呢？
显然不是。

从那面试官的第二句话来看，“家庭收入”只是
虚晃一枪，“相关资源”才是“撒手锏”。原来，他们认
为“社会本来就是资源重组，应聘者的家庭关系若有
益于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何乐而不为”。都说国人

“含蓄”，由此可见一斑呀。“金钱血统”背后原来还是
“权势血统”。在招聘单位眼里，招一个人才远不如
招一个“关系”。那么是哪种“关系”呢？能凭自己的
金钱轻易拿下的关系估计它们还看不上，能“有益于
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的关系除了“权势”还会是什
么呢？它们的如意算盘原来是以“职”谋“权”，以提
供的一个“职位”来换取“权势”的关照，这可真是够
划算的了。

记者调查发现，“以应聘者的社会关系论英雄”
的现象，在依赖社会关系的各大公司、垄断型国企和
小型事业单位等广泛存在。看来，“社会关系”在毕
业生就业中的作用已今非昔比了。以前是大学毕业
生的父母凭自己的社会资源为子女找工作单位，现
在则是招聘单位主动出击，争相招聘“关系”。就业
门槛越高，这些招聘单位的“胜算”自然也就越大。

只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资源重组”，那些“贫二
代”必定越来越难实现“做不了富人的儿子，就做富
人的爸爸”的理想了。真正有罪的当然不是财富，而
是在于社会错误地对待财富与财富背后的权势。如
果钱能谋权、权能谋“职”，那么，“贫二代”通向“富一
代”的道路将会障碍重重，社会分配将会越来越不
公。这，大概是大学生应聘须凭“金钱血统”背后最
让人担忧的事情了。

清华大学陈昌凤教授说：“随着中国市场的效
率化，国际化企业和机构在中国日益增多，年轻人可
以凭真本事获得更多的机会。”为什么只有到外企才
会给“贫二代”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真是莫大的讽
刺。 良 信

从政界要人书中
读出中国的未来

《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近日开始在全国公开发行。
从国务院总理职务上退下来已六年的朱镕基，以这本书的
形式重新回到公众视野。这种“重新回归”，其实不是他的
声音、形象，甚至不是他的领导风格、个性，而是他的思想、
观念及其思想和观念的高度。

领导人出版自己的专著、回忆录，在中国并不稀奇，实
际上由来已久。很多开国老将军，就有组织地出版过个人
的大部头回忆录，给我们留下了有关近现代的珍贵史料。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史材丰富、史学发达的国度，历
史记录、历史评价一向被视为政治的一个约束因素。对于
皇帝的历史记录，有“起居注”，有“实录”；立德立功的大臣，
在其死后，也把他们的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可见，
历史记录、历史评价并非一般的文字游戏，而是政治体制的
一个方面，是延续、充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大事。

当代中国处于大变革、大转折的历史时期，国家领导
人处于时代的风口浪尖，他们的经历、见闻非其他人所可比
肩，他们的所作所为更是打开这段历史的枢钥。他们推动
中国的改革开放，自然是顺应历史潮流，但历史的必然性寓
于无数偶然性中。深入国家领导人的内心和记忆深处，我
们就会看见那些体现必然的偶然，目睹历史的暗礁险滩，听
到时代的惊涛骇浪。

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人的个人性著作具有珍贵的史
料价值，他们为历史讲述、历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
果他们不写，也许历史学家也可以根据其他文献资料，勾勒
出这段历史的轮廓，甚至整理出一个“年表”、一份“日志”。
但如果不深入当事者的心灵，我们就难窥历史真实的堂奥，
这必定会影响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理解。领导人的个人性著
作，是中国改革的心灵史。

但领导个人性著作还有更大的价值，如果它真是中国
改革的心灵史，我们就不难读出个人文献与官方文献、个人
思想观念与大政方针之间的渊源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张
力。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人们的经历、认识、观念是有差
别的，有时候差别还很大，领导集体制定的方针政策不仅要
在决策成员之间进行折冲，而且要观照传统与现实。而在
个人性著作中，领导人往往会留下一些个人化的观念、思
想、态度等，这是一般文献难有的。

好在中国日新月异，经济、政治都在发展进步，彼时还是
某个领导人个人化的观念看法，此时已成公开的方针政策。
有媒体饶有兴趣地摘登了《朱镕基答记者问》一书关于人权、
民主的问答，这在朱镕基答问之时，不仅CNN记者伍德拉夫
觉得敏感，而且国内也未必不觉得“问题尖锐”。伍德拉夫当
时问“中国对民主有什么害怕的吗？”朱镕基回答：“我为民主
奋斗了一辈子，因此，我觉得民主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人
权已经入宪，而民主则被我们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

领导人的一时作为无法超越历史，但他的思想观念可
以走在历史的前面，而历史终究又会将历史上所有的人及
其观念超越。读领导人的书，需要对照历史、实际政策与今
天的现实来读。这样读，我们就可以读出人的梦想，发现国
家的希望，看到我们的未来。 杨 泽

小学生的贪官理想是个绝望幽默
9 月 1 日，广州全市中小学如期

开学，记者采访小学生，一名小学生
说长大后要当“贪官”，因为“贪官有
好多东西”。(9月2日南方网)

听了这名小学生的理想，想笑，但
笑不出来——这是孩子嘴里掏出的

“实话”，不是娱乐大众的幽默，要是也
是“黑色幽默”，不，应该叫“绝望幽默”。

年幼寡知的小学生把当贪官作
为理想，固然有自身是非不清等原
因，但至少说明在稚童无邪的眼里，
贪官不但“有好多东西”，而且“还有
好下场”，否则天性胆小的孩子，怎么
也不敢把贪官当成崇拜的偶像。

贪官可恨，贪官无耻，贪官丑陋，
贪官该杀……这样的口诛笔伐很多很
多，即使涉世不深的孩子恐也难逃

“被说教”。可他们与我们成人一样，
常常只看到官员“腐而不败”，或者查
抄出万贯家财，到头来没几个获得重
罪——只有好多东西，没有坏的下场，
无成本、低成本贪腐，成人恐怕都想去
当贪官，更何况是占有欲较强的孩子。

坊间有句教育孩子学好的话：只
见贼吃肉，未见贼挨打。对于贪官这
些“公贼”，我们的确只看到他们“吃
肉”，没有看到他们“挨打”，连孩子都
开始“立志”当贪官了，这恐怕不是个

小问题。不要太多，十分之一的孩子
把当贪官当成理想，百分之一的孩子
长大真成贪官，我们真不敢往下想。

不言而喻，尽管我们近年来反腐
力度很大，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
贪腐的打击还不够，特别是贪官用权
钱腐蚀司法人员逃避法律严惩，传递
出贪官通吃、不倒、很牛的信号，使得
法律对贪官震慑力不够强大，对公民
缺乏很大的教育力，所以有了让人绝
望的“贪官理想”。由是观之，严厉打
击腐败犯罪，形成以贪为耻、以贪为
怕的“场效应”，我们任重而道远。

丁 可

治理公车私用不缺技术缺决心
其实，每年开学的时候，公车送新生上学都会成

为一个话题，确实不是什么意外了。
但公车私用是车轮腐败，却从来没疲劳过，而

且乐此不疲，一直在“车轮滚滚”。
似乎这个问题也从来没得到破解，而且不可救

药。发多少文件，说过多少严肃处理的话，也照样挡
不住车轮腐败。

是制度不过关没有规定吗？显然不是。是技
术不过关抓不到现行吗？更不是。你看，就几个网
友，用民间最简单的拍摄手段，一下子就抓到了这么
多，专业的纪律检查队伍显然要比这些“山寨监督
员”更为装备精良。

缺什么？缺决心！不动真格的，没有足够的惩
罚，才发展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 王 理

动画抄袭门的根子是创意匮乏
继网友爆出央视推介播放的少

儿动画片《大嘴巴嘟嘟》照搬日本动
画片《蜡笔小新》后，近日，在百度贴
吧、网易论坛等网上流传的一篇热
帖，指央视少儿频道热播的另一国产
动画《心灵之窗》也有抄袭嫌疑，很多
画面和日本知名动画制作人新海诚
的作品《秒速五厘米》极为相似。

事实上，在几大动画产业基地的
支持下，国产动画公司的硬件设施水
平已经提升上来，创作队伍也扩大许
多倍。然而，虽然动画片的数量提高
很多，但为其他国家“来料加工”生产

的动画片超过50%以上，真正的国产
动画片仅占 1/3 左右。由于长期为
他人做嫁衣，只能赚个辛苦钱，很多
公司仍处于产业链的低端位置，并没
有掌控市场。更关键的是，过于依赖

“加工费”的后果，就是缺少对市场的
了解，整体创意匮乏。

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
落后，版权所有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
保护，国内文化产业盗版抄袭之风盛
行。“动画抄袭门”的曝光，表明黑手已
经伸入动漫产业。抄袭是毒瘤，破坏
产业的肌体，影响产业的整体健康发

展之路。
目前，我国动漫产业的环境很有

利，国家政策上予以鼓励，各地纷纷
建设动漫基地，税收优惠，贷款便
利。第一支动漫公司的股票，即将上
市融资。在消费市场上也给予保护，
电视台留出大块黄金时间，没有国外
动画的直面竞争，正是抓紧发展壮大
的好时机。此时，更该潜心创作，挖
掘传统文化资源，增强自身竞争力。
搞抄袭这样的小动作，既暴露出自身
创意的苍白，又失去了观众的信任，
岂不是自毁长城！ 德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