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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科繁多不说，内容上的

难度之大让人多诟。教材改了很

多次，可让人感觉到并没有什么

真正的先进，甚至还有的学科让

人觉得不如从前。这其中可能有

经济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所驱

使，所以教材的改选仍需我们的

上层关注。难度不降低，学生的

负担又怎能降低？一道数学题就

可让学生一小时都拔不出泥潭，

即使布置的作业量再少，仍让学

生没时间让心情闲适下来。

2.对英语的过分强调，不仅

伤了学习母语的胃口，也挤占了

中小学生近1/3的时间。以强制

的形式让所有中小学生学外语，

其投入与产出比为多少？其资

源的利用率有几何？这些没有

去衡量过。假如调查一下国外

的中小学生，我们中国的学生在

这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可能占

去了他们课业负担时间的 1/3，

这在国外的学生身上应该是没

有的。

3.初三下学期的课程时间

极度不合理。理化（生）实验

操作考试、体育考试所占去的

时间就很多。这样，在只有 3

个月左右的实际教学时间中，

既要完成全部的教学内容，还

要安排总复习，几乎是不可能

完成的。整个初三下学期，老

师与学生几乎都是在拼着命

地跑，是连轴转，一个训练接

着一个训练，一场考试接着一

场考试，没有一刻歇的工夫，

不能喘一口气，这样的负担谁

能解？

对课业负担过重顽疾不治的再分析
寒假中再一次翻阅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以下简称《纲

要》），其中有一点让我感慨颇多，那就是本来是一件非常微小、非常平常的事——学生的“书

包问题”，竟然被写进了最高级别的规划上，竟然上到了“国家”层面，而且用了整整四段文字

来表述，肯定会让局外人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近日看到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的一些新闻，也看

到了合肥市就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所出台的措施，不得不就此问题再去思考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的存在已有不少年头了，之所以现在能登上“国家战略”的台面上，足见其顽疾之深，

影响之大，也暗示出直到现在仍没见其改观，甚至还有加剧之险，现在也是到了“不得不”的时候了。虽

然，现在级别提高了，是不是就能“化险为夷”了呢？不见得。中国的能人也不少，研究它的人也不少，看

来还是没有找对路子，该走出办公室深入民间、学校，蹲守一段时间实地体验。这里需要静下心来，从多

方面观察、了解并深思，挖掘一下造成课业负担愈减愈重、久拖不决的原因来，然后牵涉到哪一方面的，各

领责任，一齐用力，才能起到效果，千万不能只归咎于学校，只归责于老师。

因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着，暂

时还不可能达到高中教育、高等

教育的普及，存在着考试选拔，

升学竞争，所以就此滋生了一系

列的课业负担的“食物链”。

1.父母的期待。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这一思想本没有错，

但一旦大家都“较上劲”了，就势

必造成了“交通拥堵”。互相攀

比，互相较劲，也互相传染着，都

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孩子的身

上，都把种种负担用父爱、母爱

的蜜糖包裹着，倾向孩子们。孩

子们落得是爱你口难开的酸

涩。这就是补课之风为何禁而

不绝，各种补习、培训班火爆的

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家长对

老师作业布置少了反而埋怨的

原因了。

2.上级的考评。教育的质量

体现是很宽泛的，而其中的考试

成绩、升学比率是个较直观、简

便的东西，所以人们往往就拿它

来说事。虽然近几年有一些“禁

令”，比如不准排升学率，不给排

名，但暗地里这个话题仍很兴

旺，人们都对此乐此不疲。高

考，在省一级，所以各地市之间

有比较；中考，在市一级，所以各

区县之间有比较。每年放榜之

后，各级部门，各个学校都在第

一时间里想方设法去打探各路

消息，都会在各自盘点，无论是

从“横”的方面与他人比较，还

是从“纵”的方面与自己过去比

较，都是社会、国人们长时间津

津乐道的话题，又有几个能对

此不屑一顾呢？所以，各类领

导们，经常会用挂在嘴边的一

句 话 来 指 导 学 校 的 工 作——

“在保证教学成绩不下降的情

况下，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办

出自己的特色……”而一旦高

考或中考不理想，可能校长们，

再到老师们的日子都不会好

过。这一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

学校、老师的头上，谁还能心稳

如泰山？

3.学校、老师的顾忌。遍访

当今中国在世人心目中或口头

中传颂的“名校”，有几个不是以

升学率高而铸就成的？至少现

在还没脱离这层次。名校的效

应、名师的传播，让这个社会有

孩子教育责任之人都趋之若

鹜。真印证了“奖杯不如口碑”

这一句话。这份荣耀让一些人

惊羡，也让一些人向之努力，让

身居其中、居于其位的人神经紧

绷，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再

加上上级的指标，考核的压力，

为荣誉、荣耀而战，在让别人“羡

慕嫉妒恨”之余的场面也同样又

包含着艰辛、惨烈，甚至还有一

点点悲壮。

在现在这种国情、社会环境

的驱使下而产生的这些思想意

识，都能说出一定存在的合理

性，也正是如此，所以，大家又都

很难或不情愿自己让步，便都

“枪口一致向外”，去指责其他方

面的种种不合理，而就是从不去

检点自己的不足。这样的结果

便是，大家便把自己所担负的责

任，都一致对准所监护的对象，

转嫁给我们的孩子、学生，你一

定会想象到那一种“乱箭穿心”

的悲壮吧。我们这些可爱的花

朵们竟能承受住这样的“集团式

进攻”，其忍受、忍耐之力应该比

我们这些成人们都强大，这让我

是自愧弗如！

这些方面是无形的，来自

于家长的思想、意识——需要

各方面的人士充分认识到自己

所扮演的角色，并能克制自己

的言行，减少一点功利思想，千

万不要口上说一套，心里想一

套，最后做的又是另一套。纵

观历史发展的规律可知，任何

时代的变革、社会的进步，都先

源于思想上的觉醒与进步，如

果我们的国人不在思想、意识

上先来个革命与洗礼，其它方

面再作改革、创新，都只能是

“换汤不换药”。

一、课业负担重的罪魁祸首当属家长的功利思想

二、课程设置上存在着非科学性

生活中常会出现“好心办坏

事”的现象，而当今中小学生过

重的课业负担中，就存在着这种

打着科学、关爱的旗号实则干着

负担之事的现象。比如，九十年

代以前的中考，只有文化课考

试，后来认为学生的动手能力弱

了，要加强，便出现了理化（生）

实验操作考试；后来，又认为学

生的体质下降严重，需要加强体

育锻炼，便又生出了体育中考；

还比如，据说中小学生的科学与

人文精神也需要培养，马上又将

这一方面纳入教育范围……这

些方面好不好？好！这些方面

需要不需要？需要！但假如不

作任何变通，就这样生硬地增加

上，即使是傻子也明白这都是

“多出来的负担”。这些在办公

室里研究出来的或拍脑袋想出

来的方案，实则是一种“理想化”

的东西。不先对现有的课程设

置，学科内容、难度等作调整，而

只零星地改，可以说每改一次，

都是在增加一次负担！不在其它

方面“减”，只是一味地“加”，这

也是一幅现实教育减负工作的讽

刺画吧。

《纲要》中还提出，对于中

小学生课业负担率先在小学生

中减负，这个目标可以说基本

实现。小学生之所以负担好

减，就是因为他们全部就近入

学，取消了升学考试，而之所以

偶尔还有所抬头，可能还是偶

尔又强调了考试评比了。假如

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也都能

这样取消考试，我想这个负担就

再也不会是负担了。可这对现

在的中国来说，还不可能实现，

所以面对现实，以上所分析的负

担产生之因当予以重视，并努力

解决它，对症下药，一齐用力，才

能让中小学生的过重负担尽量

减下来。

减负，也是一项系统工程！

三、理想化中，人为绑架负担

美，可以在贝多芬的《月光

曲》里，也可以在蒙娜丽莎的微

笑中；美，可以在超凡脱俗的维

纳斯雕像上，也可以在平凡少女

的清纯笑靥中——

微笑吧，微笑使生活更美

丽。史蒂芬·霍金，史上最伟大

的物理学家之一。他在丧失一切

生活能力之后，还能写出《时间

简史》这样的不朽之作，一切皆

因他总能微笑着面对一切。

微笑吧，微笑使生活更愉悦。

还记得汶川地震中那个“可乐男

孩”吗？在所有人都为他紧张的时

候，他却微笑着说：叔叔，我想喝可

乐！事后，那个男孩有些羞涩地

说：很多人都已经在地震中离开这

个世界，而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

又有什么理由不去微笑呢？！

微笑吧，微笑可以让人自信而

美丽。放下昏庸、残暴一说，周幽王

为何费尽心思来换取褒姒的莞尔一

笑？褒姒已是沉鱼落雁、倾国倾城

了，但微笑使她更美，于是便有了

“烽火戏诸侯”的传说。而如果说人

生是一首优美的乐曲，那么痛苦则

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音符；如果说人

生是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么挫折就

是一朵骤然翻卷的浪花；如果说人

生是湛蓝澄明的天空，那么失意则

是一朵飘浮的白云。既然生活中

的坎坷波折难以预料，那么，我们

何妨用微笑去面对？坦然而又豁

达的微笑，是战胜一切的“法宝”！

不知从何时起，想做一个“闲

人”，在四围翠竹间，手捧一卷

书，斑斑的阳光映在书上，映在

脸上，嘴角上扬，面前一壶茶，四

溢的香气直达肺腑，远处的竹朦

朦胧胧，亦真亦幻。

翻开那本久违的书，也仿佛

听见了久违的笑声，花开七月，

江南烟雨迷蒙，一叶小舟在湖中

忽疾忽缓，远远看见一个女子，

一把精致的粉色纸伞斜倚身旁，

手捧数枝莲花，双目微合，静待

雨丝落入心田，一船的翠绿，荷

叶上调皮的水珠晶莹饱满，嬉笑

着，蹦跶着不见了，船头一壶酒，

缕缕酒香伴着丝丝馨香钻入雨

帘，船橹不经意的从湖水上划

过，漾开一道又一道的涟漪。一

只洁白的鸥鹭受惊飞起，却又缓

缓落下，让这雨，洗去纷杂。呵，

人醉了，鹭醉了，莲也醉了，这世

上的一切都醉了。我分明看见

女子翘起的嘴角，因为我也笑

了。那种古朴，纯洁的快乐荡涤

着我的心灵。

轻轻从书柜上抽出那本我最

爱的书，《红楼梦》三个字也被岁

月所消磨，慢慢翻开，和着淡淡

的檀香，步入那个繁华的大观

园。在青石凳上，遇见了她。此

时她正香梦沉酣。一髻青丝垂

在石上，衣上，身上皆是红香散

乱。梦里，仍沉浸于喝酒行令，

嘴角边的微笑引来蜂蝶无数。

时光流逝，她与颦儿在凹晶馆联

诗，“分曹尊一令”，“庭烟敛夕

棔”，“秋湍泻石髓”，“寒塘渡鹤

影”，那豪气直冲云霄，无可比

拟。一份超想，一份诗意，一份

豪情就构成了大观园里独特的

她，永远挂着嘴巴的笑是任何坎

坷、任何艰辛、任何困苦都抚不

平的。

合上书，“呜呼，快哉！”面

前，茶已凉，耳旁，曲已终。只有

风仍吹动着竹，“沙沙”地伴着袅

袅升起的书香……

端起茶，轻呷一口，浓浓的茶

意与书散发着的静谧檀香交错，

融合，直达肺腑，浸润着早已弥

漫开来的快乐……

浸在书香里的快乐 寿春中学八（10）班 钱江玥 微笑之美 芜湖市繁昌县第三中学九（1）班 丁青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