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过去的这个寒假，
郑先生家的几次晚饭很有

“仪式感”：每次开饭前，郑先
生就会准备好摄像机，然后
儿子认真地从锅里盛饭，边
盛饭边说“奶奶，我帮您盛
饭”。郑先生一边指导一边
录下全过程。

这并不是郑先生家吃饭
的常态，他们全家都在配合
着帮儿子完成寒假作业。郑
先生的儿子正在上小学三年
级，今年的寒假作业有一项
是“拍文明事”“讲文明事”

“写文明事”。要求用照片和
视频记录下身边的文明行
为，并且最终用小报的形式
呈现。

“这项作业的初衷是好
的。”郑先生说，但是在日常
生活中，很多文明行为都是
悄然无声中进行的，不是刻
意而为。这样当成作业一布
置，就好像文明行为是可以
摆样子似的，太形式化了。
郑先生的儿子比较内向，平
时也经常给奶奶盛饭，但是
面对镜头总是做不出来。“这
么一弄，孩子只觉得好玩儿，
当成游戏了，作业的初衷反
而被淡化了。”郑先生说。

为孩子的作业而烦恼的
绝不仅是郑先生一位。

王先生这两天迅速网购
了华容道等小时候玩过的玩
具。“这是买给儿子的，也是
买给自己的。”王先生说。

王先生的儿子天天上小
学二年级，前两天的一道数
学题让王先生花了不少时
间。题目是一个平面的“华
容道”，给孩子的任务是：写
出用几个步骤才能把其中

“曹操”移出来。
天天从来没有玩过华容

道，完全不知道如何下手，而
王先生也是多年未碰过这些
儿时的玩具，最初也有些蒙，
再加上完全在纸上演练所带
来的不便，王先生表示：晚上
给儿子辅导功课比白天上班
还让人崩溃。想来想去，王
先生干脆上淘宝购买了华容
道、七巧板、鲁班锁等益智玩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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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作业多 家长两行泪
▶随着家长对孩子教育关注度的不断提高，
家长与孩子成长之间的矛盾、问题也越来越
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其中，“辅导孩子写作
业”几乎成了家长吐槽的最大“槽点”，甚至
有家长被气成了“心梗”。
▶虽然，因辅导孩子作业而进了医院的故事
仅是个别，但是，家长在朋友圈里抱怨自己
被“奇葩”作业“完虐”的事情却是在“家有学
生娃”的千家万户中实实在在地发生着。

还有一些作业之所以“奇葩”，
是因为它们完全就是“伪”创新。

很多小学生都完成过“保护鸡
蛋”的作业，也有不少幼儿园的小朋
友在西方万圣节前后做过南瓜灯，
甚至有媒体报道，那一两天的菜市
场上会出现“一瓜难求”的情况。

为什么说这些作业是“伪创
新”？并不是“保护鸡蛋”、让孩子动
手做南瓜灯不是好创意，而是在实
施的过程中很容易走过场、走形式，
让本来挺好的创新流于形式。

北京的刘先生有一个上小学五
年级的女儿。有一次，老师留的作
业是让孩子用家里的废旧物品做一
个手工作品第二天带到学校，“我觉
得这个作业本来挺好的，让孩子形
成环保意识，但是，谁家里当时正好
有足够的废旧物品？又正好有很好
的创意马上能形成作品？”刘先生
说，所以，那天他们去超市买了一箱
易拉罐饮料，发动全家“解决”完这
些饮料之后，用这些“新鲜出炉”的

“废旧物品”帮女儿完成了手工作
业。

“其实，就算家里真的有废旧物
品，孩子也不同意用‘废物’做作
业。”刘先生说，因为孩子会觉得“拿
不出手”。

为什么按照老师“要求”完成的
作业，会“拿不出手”呢？

其实，老师在评判作业的时候
真的不会看孩子在废物利用上动了
多少脑子，迸发了多少创意。受到
表扬的往往是那些“漂亮”“精致”的
作品。“这些作业就是打着‘研究性’
旗号的家长才艺大比拼。”已经有了
多次类似作业经历的刘先生这样总
结。

面对家长的吐槽，很多教师表
示委屈。他们在进行作业设计的时
候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但是在实施
的过程中，有的家长并不能真正理
解作业的初衷就急于吐槽。北京某
小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语文老师
介绍，她曾经让学生根据《画杨桃》
这个故事，说说自己懂得了什么道
理。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多角度
看待问题的道理。而班上有个孩子
的答案是“不要贪财，要为别人着
想”。“我没有给这个孩子判‘对’，因
为基于给定的材料和条件从段落的
角度出发，还是应该指出主要的、核
心的问题，应该总有最佳指向的答
案。”

有不少教育研究者指出，无论
是课堂上的提问还是课后的作业，
其实都带有明确的训练目的，比如
有不少家长吐槽“数学题为什么非
得每个步骤都要写、低年级的汉字
书写为什么一定要求不能出格”，其
实背后都是有“训练孩子严谨思维”
的目的。（文中未成年人及家长均为
化名） 据北京青年报

除了部分老师还习惯性地对“标准答案”情
有独钟，那些已经有了创新外衣的作业，本身也
还缺少足够的科学性。

王女士还记得一道数学题，题目是让学生
在一排动物中找出“有四条腿的小动物”和“有
两条腿的小动物”。

作业给出了8只小动物的图片，“图上画的
很多只动物都是完全拟人化的两条腿站立的，
比如猴子，再比如兔子，是看起来像‘洋娃娃’一
样坐在地上，还画出了两只‘手’，对于孩子们来
说，实在有些蒙圈。”王女士说，这些一年级的小
朋友有的会去调动自己大脑中的常识去回答问
题，有的就会在图片中数。结果不少孩子出了
错。

王女士的儿子阳阳则更加“与众不同”，他
只给7只动物做了归类，还有一只天鹅他既没
有归入“四条腿的小动物”中也没有归入“两条
腿的小动物”中。“因为图上画的天鹅正在水面
上游泳，两条腿全部在水下看不见了，所以，我
儿子认为这只动物无法进行归类”。

阳阳的答案自然不符合“标准答案”。
“我相信老师绝不会是有意为难孩子。”王

女士说，不过出题人在出题的时候考虑得并不
够严谨，至少没有考虑到孩子们看问题的视角
会与成年人不同，他们有时候会“脑洞大开”。

“教育创新本身是好的，但是在创新过程中
是否对科学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也是一个重要的
问题。”熊丙奇说。

显然，作业的设计在科学性上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中小学教育
越来越注重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在作业上表现
为更加注重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很多作业题都
会以实验、项目、小报等形式完成，即使是书面作
业，也更倾向于把题目融入生活中实际存在的问
题中。

所以，辅导孩子完成作业成了很多家长下班
之后的“必修课”。不过，真正让家长们“崩溃”的
还不是辅导本身，而是在被不断创新的作业形式
一遍遍“洗脑”之后，他们骤然发现那个名为“标准
答案”的“紧箍咒”仍然在大行其道。

陆文的儿子陆路正在南方某一城市读小学三
年级。一天，儿子拿回来一份满是“红叉”的语文
作业，作业中有一小段描写石榴花的文字：嫩绿的
叶子、火红的石榴花，最后一句把石榴花比喻成了

“一个个活泼可爱的小喇叭，正鼓着劲儿在吹
呢”。题目主要围绕这个比喻句展开，让孩子回答

“写出了石榴花的什么特征？”陆路在答题区填上
了“形状”。

陆路的这个答案被划上一个红叉，老师给出
的正确答案是：写出了石榴花的美丽与活泼。

“为什么把石榴花比喻成小喇叭只能回答‘描
写出了石榴花的美丽与活泼’而不能是别的。我
儿子的答案可能不是最好的，但也有他的道理，也
不至于是错的呀！”陆文说。

“现在很多学校是想创新的。”21世纪教育研
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说，但是作业有了创新的出发
点后却遭遇了老师的标准化思维。

题目已经创新了，答案似乎还奔跑在通往创
新的路上。为什么？

“其实学校也希望出一些开放性的、没有标准
化的题目，但是考试怎么办？”熊丙奇说，现在基础
教育的改革，无论是教学方式的改革还是作业的
改革，都面临着“不管怎么改，最终都面临标准化
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老师和家长的矛盾、老
师和学生的矛盾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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