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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学上”迈向“上好学”，从
“基本均衡”迈向“优质均衡”，从
“学有所教”向“甬有优教”跃升，宁
波义务教育不断取得新成绩，积累
了很多成功经验，在年前召开的全
国会议上作为唯一设区市代表做
经验介绍，引起了各方关注。

（2月14日《宁波日报》）

扫盲、普九、实现“两基”、实
现义务教育有保障……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发展史上，这一个
个里程碑都值得大书特书。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
施方案（2018—2022 年）》，强调要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优
质均衡，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新起
点，可以说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的 2.0 版，其意义更大，难度也更
大。

宁波义务教育是如何在全国
率先实现优质均衡化发展？举其经
验，一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早
在2019年中央下发《实施方案》之
前，宁波市委市政府就把义务教育
高质量发展作为争创共同富裕和
中国式现代化示范引领的市域样
板的重点。二是不断强化政策统
筹，实现城乡区域同标共进。为解
决“城市挤、农村弱”的老大难问
题，将全市22所优质高中超60%的
招生名额，按照学生人数均衡分配
到各城乡学校，从源头上提升乡村
学校吸引力。三是打造“教共体”模
式，城乡学校、公办民办学校、强校
弱校相互结对，同步提升。四是构
建优先投入保障机制。严格落实

“两个只增不减”（一般公共预算教
育支出逐年只增不减，按在校学生
人数平均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支
出逐年只增不减），中小学义务教
育生均公用经费达到省定标准1.5
倍以上。

义务教育从“基本均衡”到“优
质均衡”，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
求，也是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在
庆贺宁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走在全国前列的同时，也要看到这
只是阶段性的成果，从现在开始，
还需在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
育水平差距上持续发力，把开展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当作一
项长期任务去推进，争取在2035年
前提早实现“优质均衡”的发展目
标。

王学进

“一年级小学生寒假作业落在
巴黎厕所被热心网红带回”“南京
地铁警方‘捡’到寒假作业，顺利联
系上小‘失主’”……近日，类似的
话题频繁冲上热搜。记者调查发
现，为了尽快完成寒假作业，带上
作业去旅游的孩子不在少数，甚至
有超六成家长表示，即使丢了寒假
作业，也会想办法找到，或者重新
做。 （本报今日A06版）

有网友把假期作业称为“大概
是世界上最难丢的东西之一。丢再
远，都有好心人给你找回来！”尽管
带着作业去旅游的孩子不在少数，
但是，也有不少孩子觉得，开心的
旅游和“痛苦”的寒假作业不该放
在一起。“出来玩就是放松的啊！”
更何况，带了寒假作业出游，孩子
也不见得就一定会翻开来做。

一放寒假，孩子注定要与寒假
作业相伴，家长则与陪孩子或者催

孩子做作业相伴。“神兽出笼，各回
各家，各气各妈。”是这种“痛苦”的
真实写照。

能够把寒假作业安排得井井
有条，完成作业和玩耍娱乐一个都
不少的孩子，属于少数。大多数孩
子压抑了一个学期，好不容易盼来
了寒假，都是先放松心情，玩个痛
快再说，哪里会主动先去完成寒假
作业。非要拖拖拉拉，拖到实在没
有时间了，才磨磨蹭蹭开始动手。

患有作业拖延症，不但孩子
有，不少大人也不同程度存在。有
位老师就在朋友圈里自我揭短：

“学生面前的我：最好不要让我发
现你们寒假最后两天才开始赶作
业；实际的我：刚刚哭着写完明天
要检查的教案和课件。”由此看来，
这位老师小时候大概率也是在“最
后两天才开始赶作业”的。

拖拖拉拉不愿意做寒假作业，
无疑有孩子自身的原因，但也有家

长的责任。寒假作业并不是应付老
师的额外负担，而是为了巩固已经
学习过的知识，从小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时间管理习惯。因此，家
长要以身作则，做事、学习都要抓
紧时间，保质保量完成，为孩子做
出表率；与此同时，发挥孩子的主
观能动性，让孩子充分认识时间的
价值，并感受到干净利落做事、做
作业带来的乐趣。同时也要让孩子
知道拖延时间、浪费时间所要付出
的代价，及时改正遇事拖拉的不良
习惯。

家长要成为孩子学习的支持
者和陪伴者，而不能成为一看到孩
子不做作业只会大吼大叫的“催命
三娘”。业内人士说：做作业更是为
了激发孩子自主的学习动力，自己
的事自己来决定、自己来选择，从
而“让孩子自由自在地走在学习探
索的成长阶梯上”。

郑建钢

教育优质均衡，走快更要走好

假期混乱的作息，会影响开学
后的状态，导致孩子上课时精神萎
靡不振，做作业时经常打瞌睡。开学
在即，如何科学应对节后综合征，调
整好身心状态元气满满再出发，中
国网从6个方面给出建议。

（2月20日中国网）

寒假结束，开学初期很多学生
还沉浸在欢欢喜喜过大年的快乐当
中，难以快速调整状态，所以，“收
心”成了很多老师在设计入校课程
时的重要考量。

学生不能快速“收心”，其直观
表现是人在学校上课，心却老想着
过年中的那些事。由于“身心不一”，
在学习中精神不集中。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人的情绪是
需要一个出口的，不仅负面情绪需
要释放，快乐与喜悦也需要与人分
享。针对这种情况，如果在开学第一
天的班会课上，班主任能拿出时间
让学生们痛痛快快地聊聊过年中的
那些事，把寒假中美好、快乐及其他
情感一吐为快地分享出来，有助于
学生的“收心”。

为了让学生们把过大年中的喜
乐充分释放，先对学生做动员，让学
生把与过年相关的话题，诸如：忙
年、压岁钱、年夜饭、年俗活动、家庭
过年开支、走亲戚、家庭团圆情况、
自己的各种感受……很多与过年相
关的话题都拿出来聊一聊。班会的
形式应活泼、开放，例如：在黑板上
写出班会主题：聊聊过年中的那些
事，并进行基于春节传统习俗的版
面设计；在教室里布置几个座位区，
让学生自由组合成若干个“聊天
组”；在“聊”的过程中，允许学生在
座位区中走动，在不同的“聊天组”
中分享不同的话题。

虽然过大年是喜庆的，但并非
每个学生都有满满的欢乐，肯定有
部分学生经历了不愉快的体验，甚
至有些困惑及悲伤，例如：亲戚给的
压岁钱被父母保管，自己没有支配
权；父母关系不和谐，家庭过年气氛
紧张；遇突发事件，过年如同“过
关”；光顾着玩了，寒假作业没有完
成……对于这些寒假中的不愉快，
可能在小范围聊天中得不到充分的
情绪安抚，对于部分共性及个性烦
恼，可在全班范围内讨论。

当学生们能够痛痛快快地聊聊
过年中的那些事，情绪得到了释放，
内心会感到释然，注意力就会发生
转移。然后再要求学生调整状态，学
生才能够从放寒假、过大年这种轻
松的状态中走出来，投入到紧张有
序的学校生活中。

吴维煊

开学第一天
快乐聊“收心”

及时完成寒假作业
家长要成为支持者和陪伴者

岂能
“代做”

学 校 布 置 手
工类作业，目的是
培养孩子动手能
力和创新思维。家
长可适当参与，辅
助孩子完成，但不
可大包大揽，完全
替代孩子，更不必
网购“代做”服务，
以免养成孩子的
依赖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