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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做作业，强化训练，对

提高学生考试成绩有一定帮

助，但并非越多越好。”昨日，针

对学生作业负担重这一话题

（本报近日连续报道），记者采

访了省城三所中学的老师。其

中有位老师坦言作业多不一定

有效果，且听听老师怎么说。

学生负担重，老师也有话要说
如何减负？本报新闻热线2620110期待您的建议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2月

29日，合肥市民胡先生致电本报热

线说，1月2日，他在一摩配市场买

了三个新电瓶，“可一个多月后，其

中一个电瓶外壳坏了，硫酸液都流

了出来，商家就是不给换。”

据胡先生介绍，除去一个旧

电瓶抵消的价格，三个新电瓶共

花去600多元。“买电瓶的时候说

保修期是6个月，可我要求调换

时，他怎么都不答应。”胡先生

说，他用了十几年电瓶，从未见过

如此“脆弱”的电瓶，“真正使用

的时间最多一个月。”

对于胡先生提出的要求，商

家表示，不愿意调换，最终经过一

番协商，商家的一位李姓负责人

表示，可以给胡先生调换一个另

一型号的新电瓶，“两个型号虽然

有一百多元的差价，但我愿意接

受。”胡先生说，对这样的处理结

果，他比较满意。

新买电瓶太“脆弱”，恼火学生减负
只会是隔靴搔痒

合肥八中杨老师有着二十

多年从教经验，他表示，学生负

担重不是新鲜话题，总是有家长

抱怨孩子压力大，也总源源不断

地出现家长到处给孩子找补习

班的现象。他表示，每个老师都

希望学生开心的学习和生活，但

目前的应试教育大环境，无论是

家长，还是学校和老师都不敢掉

以轻心。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老师要

针对每天所学的内容，精选一

些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作业让

学生去练习，既提高了学习效

率，又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让学

生有更多的时间去玩，或做学

习之外其他有趣的事。”杨老师

表示，自己在平时的教学中，注

意积累同类型的题目让学生练

习，避免重复作业，这样学生会

轻松不少。

“题海战术是提高高考、中

考成绩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也是

目前教育病灶之一，教育教学缺

少创新和教师不精炼试题的惰

性表现。可青春期的学生，不采

用题海战术，有时候真的挺难，

所以老师也挺无奈。”

合肥庐阳中学汪老师表

示，学生作业多，老师需要批

阅，同样不轻松。但采用这种

方法，对大部分学生来说，是提

高成绩的最好选择。

老师说无奈，学生苦歪歪，

家长很心疼。“减负”难道只能

是纸上谈兵么？欢迎就这一话

题继续和我们交流，本报新闻

热线 0551——2620110 期待您的

来电。

星报讯（记者 江亚萍） “见

过牛人，还没见过这样的牛人，送

快件的，居然叫我自己去拿。”昨

日，市民万大爷说起自己遭遇“牛

快递”，气仍然不打一处来。

据万大爷介绍，2月29日上

午，一家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打电

话给万大爷说，他有个快件，最

好自己去取。“是交房通知，那个

快递员还振振有词地说，叫我自

己到售楼部拿，有不清楚的还可

以直接问工作人员，我说不去拿，

他就很生气地表示，那要等到下

午4点以后才能送。”

万大爷说，基于对方的态

度，自己拒绝签收快件。但是

想想仍然很生气，希望本报替

他评个理。昨日上午，接到万

大爷的反映后，记者联系到该

快递公司客服热线，并反映了

万大爷的遭遇。

昨日下午，该快递公司新站

区工作站负责人联系到本报表

示，已经带着投递员，上门向万大

爷赔礼道歉，万大爷和投递员之

间沟通存在误会，眼下万大爷已

经签收了快件，表示接受道歉。

同时，万大爷也反馈记者，

已经签收快件，并感谢记者为其

“争了一口气。”

星报讯（记者 祁琳） “我家

楼下的下水道堵了，现在往外喷

污水，前段时间下雨看不出来，现

在天晴了，很明显是粪便，天天都

得绕着走。”昨日，家住岳西新村B

区业主朱先生来电反映。

朱先生称，“这样的情况已经

半个月了，每次都得绕着走，味道

很难闻。”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

辖区岳西新村社居委，一位潘姓

工作人员称，会将情况反映给小

区物业，派人前去疏通。

这里污水遍地流，太脏

老师多下点工夫，学生少受点累

题海战术是老师无奈之举

快递员真牛，快件让客户自取

合肥62中任教的钱老师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关注

了本报关于学生作业负担重的

话题，正有一肚子话想说。钱老

师表示，作业多并非所有的学校

都一样，孩子作业做到很晚，有

时与学生自身的速度与效率有

关，有时与家长额外的作业要求

也有关。

“作业多，强化训练，是一些

名校经典的保留手法。在不实

质性地改革教学评价体系与高、

中考的压力大背景下，学生减负

只会是隔靴搔痒，不会有本质的

改善。”最后，钱老师认为，当下

环境，不增加作业对学生而言，

已经就是减负了。

星报讯（记者 马冰璐） 近

日，合肥市民张女士来电称，她在

超市购物，买了价值 100 多元的

商品，“想跟收银员换 1元钱，带

孩子去坐电动摇马，可收银员就

是不愿意。”

据张女士介绍，她在马鞍山

路一超市购物时，购买了 100 多

元商品，“付钱时刷的银行卡。”付

完钱后，孩子要去坐投币式的电

动摇马，“我身上只有两个五角硬

币，便想和收银员换 1 个一元硬

币，可对方就是不愿意。”

“这样的做法，让我感觉很生

气。”张女士说，换钱只是举手之

劳，但她没想到收银员会如此不

情愿，“况且我还在超市买了那么

多东西，太气人了！”

换个硬币遭拒绝，气人

星报讯（齐欣欣 王庆白 记

者 马冰璐） 近日，合肥岳西新

村的居民傅奶奶来电称，邻居赵

延明为她家的门铃特别设置了一

盏红色小灯泡，“如此一来，听不

到门铃声，我也知道来人了，能及

时为客人开门。”

据了解，傅奶奶已有 70 多

岁，是位空巢老人，双耳失聪，“因

为耳朵不好使，家里来人敲门、按

门铃，我都听不见。”了解到她的

困扰后，邻居赵延明特别为她家

的门铃设置了一盏红色小灯泡，

“一旦有人按门铃，红色灯泡就会

亮，我一看到，就知道有人来，就

可以立刻去开门。”

傅奶奶说，这是一件小事，但

是让她感觉很温暖，“虽然只是一

盏小灯泡，可是他想到了，也做到

了，真的很感谢他！”

小灯泡“点亮”门铃，暖心

星报讯（记者 祁琳） 日

前，合肥市民杨女士致电本报热

线，“龙抬头那天带孩子去剪头

发，地址就在亳州路小学附近。

价格贵得有些离谱，现在想起来

还是气不过。”

“那天带着朋友家的、我家的

小孩一起，去剪头发，讨个吉利，

平时经常在那家店剪头发，小孩

剪头也就一次10块钱。”杨女士

介绍，“当时没在意，剪完以后，付

钱的时候，收银员突然说有卡就

30元一次，没卡40元一次。这价

格也涨得太多了！”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给合肥

市物价部门，12358热线的一位工

作人员称，“此类物价部门不定

价，靠市场调节，自行定价。不过

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店家应该告

知消费者详情。”

剪发价格涨四倍，离谱

这背影，该有几多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