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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 推行素质教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减
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袁促进学生健康发展遥尤其在
正值学生人生观尧价值观初步形成的中小学阶段袁教
育理念尤其是学生家长教育理念的正确与否袁 对于
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重要意义遥

一尧问题呈现院学生来自家长
层面的负担有所增加

随着素质教育的深入展开袁 各学校都在为素质
教育的实施进行着努力探索袁 并已取得了阶段性的
可喜成果遥然而袁笔者在近期对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
调查中发现院 在学校层面对学生造成的课业负担有
很大减轻的情况下袁多数学生和教师普遍认为院学生
目前的课业负担主要来自家长袁 认为家长的高期望
和严要求给学生当前的学习造成了较重的负担遥

家长对学生的野加压冶有多种形式院给学生布置
重复性的机械训练的作业曰设置额外的书面作业曰让
学生参加各种辅导班曰 请家教辅导等遥 这些额外的
野作业冶袁不仅增加了学生的负担袁也会让学生对这种
课外的学习产生一种依赖袁会有一种野课上学不好可
以课下补冶的心理袁既给学生造成了时间上的浪费袁
降低了课堂学习的效率袁 也在无形中给家长增加了
教育成本遥

过重的课业负担与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的原则
是相违背的袁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身心健康袁这
一现象的出现应当引起教育者的足够重视遥
二尧家长不合理教育理念的成因分析

1.对素质教育的不甚理解

素质教育是针对传统的野应试教育冶提出的袁认
为学生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发展袁不能仅仅将学生
训练成野考试机器冶袁不能仅仅为考试而教遥 在这一
理念的指导下袁许多学生家长将素质教育理解成是
在平时教育的基础上多加几门文艺学科袁 比如书
法尧舞蹈尧钢琴等学校里没有开设或开设课时较少
的科目遥 野素质教育是个筐袁什么都往里面装冶正是
对这种理解的生动写照遥 目前袁学校课业负担的减
轻给学生提供了一定的自由活动时间袁许多家长就
利用这些野黄金时间冶给学生报名参加各种特长班
的学习遥

2.高考制度下野人才观冶的影响
野人才观冶对我们的教育方式尧方法有着重要的

导向和调节作用袁 这一作用不仅体现在学校教师的
实际教学中袁更体现在学生家长的教育理念里遥改革
开放以来袁高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袁但是仍然无法
脱离耶以考核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为主爷的状况袁能力
考核难以落实袁更不用说耶态度尧情感尧价值观了爷遥冶[1]

在这一背景下袁家长普遍认为袁学生能够通过努力考
入理想的大学才是真正的成才遥 在这种野人才观冶的
影响下袁学校进行的减负在家长那里就成了走形式袁
学生家长甚至会持有野谁真正给孩子减负谁吃亏冶的
心理袁所以袁一方面他们对学校的减负举起一只手袁
另一方面又投上反对的一票遥

3.父母自身希望的寄托
受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袁 父母把孩子看成

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袁 认为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可以在
孩子身上得以实现和延续遥 加之袁野当前很多家长认
为自己在年轻的时候由于时代背景或由于其它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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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耽误了读书深造尧 谋取较高的社会地位等方面
的机会袁便把期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袁希望能由孩子
来补偿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遥 冶[2]他们寄予孩子很高
的期望袁而忽略了学生的实际发展状况袁这种情况在
造成学生较重的课业负担的同时袁 给学生的心理也
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遥

4.对学校的减负不放心
学校学生课业负担的减轻袁 在一部分家长那里

并不得到认可遥减负以后袁学生在家的时间较之以前
大大增加袁 这首先给城市及农村家长对孩子的管理
出了一大难题遥 一是在这野多余冶的时间里孩子怎么
度过曰二是孩子在学校里的时间相对减少袁作业又不
多袁学校能否像以前那样保证教学质量遥 所以袁为了
方便对孩子的管理袁 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学校课业
减少的不足袁 各种各样打着素质教育的书籍和习题
就摆在了学生的面前遥

5.学习条件的差距袁使得部分学生苦学苦练
教育公平是我们的理想追求袁 然而在我国目前

的实际情况下袁 绝对的教育公平在短时间内还难以
实现遥就我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来看袁农村孩子在
教育资源的占有和家庭条件上袁 较之城市有较大的
差距袁 这种物质条件上的差异必然导致学生学习条
件上的差距遥而就我们目前的招生制度来看袁城乡考
试用的是同一张试卷袁同样的试题袁同样的录取分数
渊有时城市分数甚至比农村更低冤袁 这也反映出我们
教育不公平的一面遥 野和城市的学生家长相比袁农村
学生的家长由于社会资本相对较少袁 在各种机会面
前处于不利境地袁只有依靠较好的学习成绩袁确切地
说袁只有依靠较好的考试成绩去和城市学生竞争遥因
此袁从家长尧学生到老师都非常清楚院只有考试成绩
好袁才能在竞争中有一些优势遥 冶[3]从调查中发现袁农
村的孩子的课业负担主要来自于家庭作业袁 而城里
孩子的课业负担除了一部分来自家庭作业外袁 还有
来自参加各种特长班的负担袁 这也是城乡经济差距
的反映遥

6.来自家教市场的影响
家教行业的出现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部分

学生在课堂学习方面的不足袁促进某些学生特长的
发展和潜能的开发袁这本是家教的应有之意遥 然而袁
从目前的家教市场情况看袁 显示出较多的负面影
响遥 首先是使学生产生对家教这一野课外小灶冶的依
赖心理遥 这不仅不利于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袁
也降低了学校的课堂教学效率遥 其次袁进一步加重
了学生的课业负担遥 家教市场的出现袁无论其对学
生辅导产生的实际效应如何袁 但有这样的一种常
识袁家长普遍认为参加辅导应该比不参加辅导学到

的知识更多尧更好遥 受这种心理的驱使袁当家长发现
别人的孩子在每天接受野开小灶冶的同时袁也决不会
无动于衷袁这种盲从心理从目前火爆的家教市场可
以看出来遥

三尧匡正家长不合理教育
观念的几点策略

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袁 不利于我们当前推进的
素质教育袁更不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遥 所以袁现实迫
切要求我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做出回应袁 并给出较好
的解决策略遥

1.加强家校沟通机制袁促进家校合作
家长对孩子施加的课业负担袁 来自他们对教育

的认识遥 家长的教育理念和学校教育理念常有不一
致的情况袁 产生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和
家长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和交流遥 家长对于素质教
育理解的偏差必然要影响到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合
作袁单纯地依靠学校教育的减负袁而家长在表明支持
减负的同时背地里却给孩子加负袁 素质教育是不会
取得较好的成果的遥
所以袁 从学校角度考虑袁 学校在学生减负的同

时袁更要注意加强和学生家长的交流遥一方面要对学
生减负进行到底袁 另一方面还要注重建立良好的家
校合作机制袁通过定期家长会尧家访尧电话访谈尧家长
信箱等适当的形式使学生家长对学校的工作有较全
面的了解袁同时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和野人才观冶袁切
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遥

2.加大社会宣传力度袁营造一种良好氛围
社会环境也是学生接受教育的一个重要教育资

源袁 社会对教育的看法及其形成的氛围必将在学生
家长那里得到反映袁并最终折射到学生身上遥
学生家长给孩子不断加压尧 参加各种辅导班等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从众心理的影响遥 我们目前推行
的素质教育不仅需要学校的落实和执行袁 更需要社
会的支持遥 教育决不仅仅是学校的事袁所以袁应对先
进的教育理念袁正确的野人才观冶尧野成才观冶等进行有
效的社会宣传袁 使整个社会对我们目前的教育状况
有一个较全面尧客观的理解袁在社会大环境中营造出
一种氛围袁发挥社会教育的优势袁促进家庭教育尧学
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良好合作遥

3.加强薄弱学校建设袁合理分配教学资源
教育公平是我们的追求袁 家长对于学生课业负

担的加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他们对接受公平教
育的追求遥
就目前的教育资源的分配情况看袁 确实在区域

之间尧城乡之间存在较大差距袁所以如何尽可能地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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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育公平是我们教育者应该考虑的问题遥 通过加
强学校的建设等宏观举措袁合理分配教育资源袁使得
学生处在相似的学习环境中袁 享有相对公平的教育
资源袁给他们的竞争创设公平的教育环境袁不必再通
过额外的课外负担达到同等的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任务遥

4.改革招生考试制度袁构建合理评价机制
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长袁实现自身的理想价

值是家长对孩子的期望遥 而就目前情况看袁孩子成
才的一条重要渠道袁有时甚至是唯一渠道就是通过
考试有一个较好的成绩遥 如何让孩子考出好成绩袁
那就是野训练冶遥 所以袁从其根源上讲袁学生的课业负
担来自于我们的招生考试制度和对学生的评价机
制遥

素质教育不是不要考试袁但如何考尧考什么袁如
何通过考试进行评价是需要我们改革和完善的方
面遥 招生考试应该本着对素质教育的导向性的原则袁
体现基础性和选拔性袁 而对于学生的评价也不能仅
仅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遥 特别是在基础义务教育阶
段袁要弱化考试的功能袁做到对学生公正尧合理的评
价遥
总之袁 素质教育的推进需要学校的教育者具体

实施袁更需要家长的支持和社会大环境的支撑遥学生
过重的课业负担袁无论是来自哪一个层面的袁都将对
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巨大的影响遥 在构建和谐社会
的今天袁时代迫切要求我们拿出行动袁真正有效减轻
学生的课业负担和心理负担袁以促进学生健康尧全面
的发展遥

参考文献院
[1] 袁振国援 中国素质教育政策研究[M]援 济南院山东教育出版社袁2004院21.
[2] 张瑶袁刘国权援 试论家长期望值过高对学生学习的不良影响[J]援 中国家庭教育袁2007渊1冤院25.
[3] 王嘉毅援 农村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困难与对策[J]援 教育研究袁2006渊11冤院42.

The Change of Parents爷 Unreasonable Education Idea: New Measure
of Burden-alleviation on Students

LIU Jing
(Librar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Abstract: According to teaching experience in the past, overweighed homework assignment of a student comes mainly from school.
But by relevant investigation in the near past, the author finds that some unreasonable education ideas of parents have already
become main causes of overweighed homework assignments of student nowadays. On the basis of a thorough anatomy on this
phenomenon,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school needs to attach more importance to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chool education and home
education, while giving burden-alleviation on students.
Key words: parents; unreasonable education idea; burden-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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