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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扎兰屯市蘑菇气镇南平小学，大队辅导员在向学生们讲解国旗的历史。国庆节即将到来，该校
开展了“知国旗”主题活动，通过讲解国旗历史 、升国旗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韩冷 摄

知国旗，爱祖国

□张立美

日前，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小
学要求女教师化淡妆上课，以大方得体的
装束引导学生正确审美、愉悦身心。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已是现
代女性出门的标配，甚至有不少女性为了
化妆，不惜耗费几十分钟、几个小时的宝贵
时间。

但是，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担。其职业的特
殊性，决定了女教师去学校上班，并不能像
其他行业女性一样可以很随意、自由，女教
师不能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女教
师的衣着、形象，都必须符合教师的基本礼
仪和职业道德要求。《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第五条“为人师表”一项就要求“衣着
得体”。所以，一直以来，不少中小学对教
师特别是女教师在化妆、衣着等私权方面
都有一定的要求，或是硬性规定，或口头提
醒。比如，女教师夏天不能穿黑丝袜、不能
穿吊带，不能喷浓烈的香水。有的学校为
了偷懒，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干脆直接

“一刀切”要求女教师必须素装上课。
武汉的小学公开允许乃至鼓励女教师

化淡妆上课，打破传统的“素面朝天、衣着
朴素”女教师形象。应当说，这是一种开放
和进步，家长不必太在意。女教师化淡妆，
并不是刻意化妆、打扮，与素颜之间的差别
不算大，只是让自己更美一点。这不会太
引起学生的关注，不会造成学生上课听讲
分心，也不会给学生造成误导，误导女学生
衣着打扮的走向，家长的担心其实完全是
多余的。

另一方面，最关键的是，女教师化淡
妆，这并没有突破教师应当坚持的“衣着得
体”的师德要求。相反，是符合师德的“衣
着得体”要求的。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
的中小学允许和宽容女教师化淡妆上课。

当然，不管中小学是否允许女教师化
淡妆上课，也不论女教师是否愿意化淡妆
上课，最根本的是广大教师要不断提高自
身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教学技能，要把更多
的精力花费在教书育人和关心学生的本职
工作上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提高亲和
力，赢得学生的信任。

女教师可以化淡妆

□任民

1.做题速度慢的原因是
对数学题目不熟练，对知识
点和解题思路不熟悉，分析
和计算能力不足，写字和阅
读速度慢，接受信息能力不
足（即不了解题目表述涵
义）;很多同学读题时快速读
完却不了解其表达内容，或
者是还没读完就开始写答案
了，往往要反复回头，浪费时
间。也有的同学看到题目不
认识，就犹豫要不要先做，导
致不知不觉地浪费时间。

2.熟悉基本的解题步骤
和解题方法，是一个思维的
过程。对一些基本的、常见
的问题，前人已经总结出了
一些基本的解题思路和常用
的解题程序，我们一般只要
顺着这些解题的思路，遵循
这些解题的步骤，往往很容
易找到习题的答案。

3.审题要认真仔细，对于
一道具体的习题，解题时最
重要的环节是审题。审题的
第一步是读题，这是获取信
息量和思考的过程。读题要
慢，一边读，一边想，应特别
注意每一句话的内在涵义，
并从中找出隐含条件。有些
学生没有养成读题、思考的
习惯，心里着急，匆匆一看，
就开始解题，结果常常是漏
掉了一些信息，花了很长时
间解不出来。所以，在实际
解题时，应特别注意，审题要
认真、仔细。

4. 合理分配答题时间。
最主要的问题是速度，原则
是“稳中求快，准确第一”，没
有准确性的快更不可取。数
学考试尽量从前往后做，但
要合理分配时间，基础题固
然重要，但后面的大题分值
也不小，所以要注意答题时
间。

5.认真做好归纳总结，在
解过一定数量的习题之后，
对所涉及到的知识、解题方
法进行归纳总结，以便使解
题思路更为清晰，就能达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对于类似
的习题一目了然，可以节约
大量的解题时间。

6.熟悉习题中所涉及的
内容，解题、做练习只是学习
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
学习的全部，你不能为解题
而解题。解题时，我们的概
念越清晰，对公式、定理和规
则越熟悉，解题速度就越
快。因此，在解题之前，应通
过阅读教科书和做简单的练
习，先熟悉、记忆和辨别这些
基本内容，正确理解其涵义
的本质，接着马上就做后面
所配的练习，一刻也不要停
留。

7.学会画图是一个翻译
的过程，把解题时的抽象思
维，变成了形象思维，从而降
低了解题难度。有些题目，
只要分析图一画出来，其中
的关系就变得一目了然。尤
其是对于几何题，包括解析
几何题，若不会画图，有时简
直是无从下手。因此，牢记
各种题型的基本作图方法，
牢记各种函数的图像和意义
及演变过程和条件，对于提
高解题速度非常重要。

8.先易后难，逐步增加习
题的难度。简单的问题解多
了，从而使概念清晰了，对公
式、定理以及解题步骤熟悉
了，解题的速度就会大大提
高。孩子们在学习时，应根
据自己的能力，先去解那些
看似简单、却很重要的习题，
以不断提高解题速度和解题
能力。随着速度和能力的提
高，再逐渐增加难度，就会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提高数学解题
速度有窍门

□杜学峰

几乎在中小学每个学期开学时，教育
部门都会适时提出一些改进教育的举措，
今年引发公众热议的举措是劳动教育要纳
入中小学的课程体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吕玉刚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教育
部刚刚研究了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的指导纲
要，劳动教育的实施要和综合实践课的开
展紧密衔接，融为一体。

时下的中小学生，多的是脑力劳动，诸
如上课、作业、考试，极为缺乏的是动手的体
力劳动。当然，学生以学为主，那是自不待
言的。但是，这里的“学”不止是学数理化、
文史哲等知识教育，它还包括必要、适量的
劳动教育内容。从现时教育课程安排来看，
显然有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之虞，劳动教育
式微，中小学生大体是陷入文山题海之中，
正常的教育课时完成后，不少学生还得利用
双休日补课，到了毕业考阶段，更是把劳动
教育挤到了边缘。况且，劳动教育也没有一
个考核标准，对中小学生而言，似可有可无。

其实，劳动教育对中小学生的成长并
不亚于知识教育。通过劳动教育，可以让
学生体验劳动的艰辛，感受劳动的喜悦，养
成吃苦耐劳的意志；可以让学生开阔眼界，
增长见识，在技能性的劳动中，培养出一双
巧手；可以让学生在劳动中放松身心，强健
体魄，消除过度脑力劳动带来的疲劳。当
下我国教育力反“应试教育”，提倡“素质教
育”，劳动教育旨在提高学生的素质，它理
应是“素质教育”的题中之义。

前不久，笔者与一位在瑞典做了两年访
问学者的朋友小聚，他无意间谈起了瑞典的
教育情况。据说，在瑞典中小学里，是开设
家政课的。从小学一年级起，木工课就是每
个学生的必修课。学校有专门的木工房和
木工老师，各色工具一应俱全，各种板材林
林总总，学生们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用小
木锯、小木刨、电动工具，甚至木工机床，做
出一个个笔筒、玩具和木偶。我想，“爱因斯
坦的小板凳”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应该也
是在类似的劳动教育背景下才会出现的。

倘若我们将思路略为拓展些，就会发
现，让中小学生动手学会劳动，不仅仅是教
育部门（学校）的事，也应当是家庭教育的
一个重要内容。无须夸大，现在的中小学
生在家里几乎大多与家务劳动都是不搭界
的，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拖把倒地不捡，水
龙头滴水不关，生活自理能力几无。平时
孩子整个生活都在家长的翼下，过度的溺
爱使得孩子成为独立生活的弱者。

培养下一代，人们往往有一种“合格人
才”的追求，试想：设若连个人的生活自理
能力都是低下的，何以日臻“合格人才”？

中小学开设劳动课
很有必要

小学生家庭作业需家长签字——这个惯例由来已久，学
校、家长、学生似乎早已把它看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儿。很明显，
金东区实验小学想要改变这一固有思维。一时间，小学生家庭
作业要不要家长签字这事儿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究竟要不要
家长签字？家长签字怎样做才更有效？我们来听听我区一些
家长、老师怎么说。

点赞公约者：家长签字可能会助长孩子的依赖心
理，不签字一样会关注孩子的功课

呼和浩特市民刘芳的儿子今年刚上了一所重点高中，孩子
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刘芳对家长签字
这事儿一直存有异议，她说：“我不提倡让家长给孩子家庭作业
签字。因为家长们也很忙很累，有时候可能签字也是走个形
式。拿我来说，从儿子一上小学起，我就觉得家长坐在跟前督
促孩子写作业，是一种会使孩子丧失学习主动性的坏习惯，我
很严肃地告诉孩子，‘今后的学习都要由你自己独立完成，不要
指望父母。父母工作、你学习，我们都要各自做好各自的事
情。’这样，不仅让孩子有责任感，也渐渐培养了他的自觉自力
的能力。”刘芳说，从小学到高中，儿子的作业都是独立完成的，
实在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才会求教爸爸妈妈。

与刘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李红英是一位小学生家长，她
说，孩子写作业现在很依赖她，总想着一旦错了有妈妈检查帮
忙改正，渐渐养成了粗心的坏毛病。

当然，采访中很多家长表示，并不是说家长不签字就完全
把教育的责任推给学校了。家有小学生的妈妈陈静说：“不签
字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家长的压力，觉得不是一项硬任务
了，有时候偶尔因为忙忘了给孩子签字也不必太过紧张了。但
不签字并不代表不关注，还是会经常通过翻看孩子的作业、试
卷等了解其学习情况，并找出问题帮助孩子解决掉。”

持保留意见者：家长签字有助于了解孩子的学习
动态，并不是老师推卸责任的借口

记者采访中发现，大多数老师还是希望家长能够给孩子的
作业签字的。呼和浩特市东风路小学老师李北蓓说：“教育需
要家校合力，家长不检查检查作业，都不知道孩子的学习情况，
很可能就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推给学校了，孩子成绩不好也全
怪学校。我觉得，家长如果做不到陪伴，至少也应做到检查每
天的作业，至于签字，只是个检查的反馈罢了。”

一位二年级学生的家长刘改玲说：“并不是我们家长签完
字老师就不看了，老师还会再审阅一遍作业，查漏补缺。甚至
有时候孩子字写得不工整了，老师也会告诉家长，在给孩子作
业签字时尽量督促他们养成好的习惯，潦草的字迹拒签，给孩
子点儿小教训。所以，我倒觉得，家长签字是家长与老师间沟

通的一条纽带，更加有助于孩子的学习。”
呼和浩特市南门外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刘霞认为，培养

孩子的独立性是小学阶段养成教育的重要内容，它也不是单单
通过家长帮助检查作业就能提高的，而是在学习生活的点点滴
滴中受到引导和培养的。家长检查作业并不单单是帮孩子“写
正确作业”，更是了解孩子学习动态最好的窗口。再说说老师，
老师们的工作任务中，除了白天的授课、班级管理，休息时间还
得批改作业讲解错题，一项作业一般都会有五六十本，家长进行
过作业初查后会提高老师的工作效率，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在呼和浩特市从事多年教育工作的苏喜桃认为，家长签字
不过是个形式罢了，但一定要了解老师让家长签字背后的意
图。有的老师是要求家长监督孩子是否完成作业签字；有的老
师是要求家长检查作业，教孩子改正后签字；有的老师是督促
家长了解孩子学习的情况等。家长面对的是1个孩子，老师面
对的是众多孩子，老师要求家长配合并签字，家校共育，家长应
该积极配合才是。

签与不签，根源都在孩子

再来看看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金东区实验小学的校
长方青发出公约的初衷：“现在有些家长都以孩子为中心。接
送、陪做作业，陪吃饭、陪玩耍，一切以孩子为中心，这样子孩子
缺少了很多独立生活、独立学习的机会，会让他们养成依赖
性。”“我做了校长之后也经常会和家长聊天，结果发现大家都
有同样的焦虑，要检查作业、要纠错、要批改，很多学生作业演
变成了家长作业，无形中增加了家长的压力，所以我觉得学校
有必要科学引导，倡导家长不参与作业检查，提倡学生独立完
成作业，由老师承担起应担的责任。”方青建议，家长要为孩子
做的，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帮助和引导孩子正
确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不是代替孩子去完成作业。其次，要
让孩子认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情，只有让孩子明确了学习的
目的，提高了认识，端正了学习态度，孩子才会努力认真地对待
学习和作业。“我要学”才是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最大动力。

不过，更多的声音是：家长是否应该签字，根源都在孩子身
上，应视孩子具体情况而定。例如，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自控
力差，家长在作业上签字有其必要性。不过，家长的检查与陪
写作业也是有限度的，不能一直坐在旁边死盯着孩子，而是自
己可以干干家务、看看书、做做工作等，给孩子充分的尊重。对
于高年级的孩子来说，可以不强制家长签字。另外，对于自制
力不强和自律性良好的孩子来说，家长和老师也应分别对待。
毕竟，签字的最终目的就是检查、督促孩子学习。

一位资深小学班主任建议家长，签字时不要只签上名字、
日期。可以更用心一些，比如，把孩子在做作业中的表现向老
师作书面汇报，告诉老师孩子哪类题掌握得不错，哪类题还不
太理解，这样让老师做到心中有数，在教学中就可以“有的放
矢”了。

专家视角

不久前，浙江省金华
市金东区实验小学发出
了一份公约，明确提出“让
家长告别检查作业”，引起
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并引
发了一场讨论。公约称：

“认真批改作业是每位老
师的基本职责……从今
天起，我们想改变‘家庭
作业’变成‘家长作业’
的现状，取消规定家长
为孩子家庭作业签字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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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