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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停家长批改作业”背后是升学压力的恶性循环 

　　最近，“家长退群
事件”愈演愈烈，关于“家
长是否应该批改作业”
的话题也持续引发热议，
直接导致的结果是一些
省份纷纷发文“叫停家
长批改作业”。
　　据媒体报道，11 月
10 日，辽宁省教育厅在
其官网公布《辽宁省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管
理“十要求”》，其中
明确指出，教师必须亲
自批改作业，严禁家长、
学生代劳。对于不按时
亲自批改作业的教师，
一律取消职务晋级、评
先评优资格，学校校长
取消评先评优资格。此
举得到不少网友的点赞
支持。
　　媒体经过梳理发现，
从 2018 年至今，已有辽
宁、浙江、海南、河北、
广东、山东、贵州、广西、
山西和陕西等至少十个
省份教育部门出台相关
文件“叫停”家长批改
学生作业，有的地方明
确定期开展作业督查，
甚至将作业管理纳入绩
效考核。
　　此消息一出，对于
众家长而言，可谓是喜
忧参半。高兴的是，终
于不用再为孩子的作业
批改问题而焦心了；忧
虑的是，这些政策措施
到底能不能落实到位，
过一阵子会不会“卷土
重来”？一旦实行了，
老师心里如果有怨言，

会不会把这股子怨气转
移到孩子身上，对孩子
不怎么尽职尽责了？
　　看看吧，老话说的
太对了，万事万物都是
一个矛盾体，问题都有
两面性。老师给家长增
加负担，家长压力大，
叫苦连天；如今一些地
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叫停
了那些不恰当的做法，
老师可能又会有怨言，
家长更不放心。真是“此
事古难全”啊！
　　事实上，关于孩子
的学习，学校与家庭如
何分工的问题，去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
质量的意见》已经明确
指出：“杜绝将学生作
业变成家长作业或要求
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
得布置惩罚性作业。教
师要认真批改作业，强
化面批讲解，及时做好
反馈。”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院长熊丙奇也表示，学
校教师要求家长检查批
改作业，把学生作业变
为家长作业，是违反这
一《意见》的，家长不
但有权拒绝，而且有关
部门还应该严格落实《意
见》，追究要求家长检
查批改作业的教师的责
任。他建议，家校共育
必须清晰地界定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的职责，
教师是教师，家长是家

长。意思就是“教师做
教师该做的事，家长做
家长该做的事”，双方
各司其职。
　　撇开“老师让家长
批改作业”的是非不论，
现在多省市“叫停家长
批改作业”，表面上似
乎减轻了家长的负担，
但学生的负担减轻了
吗？学校和老师的压力
减小了吗？甚至于一大
部分家长的心理顾虑消
失了吗？没有，一点也
没有。
　　在过去近 20 年时间
里，虽然我国的教育事
业一直在发展和进步，
减负的口号也喊得很响，
但是中小学生的学业负
担有没有减轻，肩膀上
的书包有没有变轻？相
反，是不是还越减负担
越重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
情况？有教育研究者指
出，在所谓的新课改方
面，推行参与式教学和
探究式学习等新理念，
但是学生在校时间短，
除了要应对不变的考试
的硬性要求外，更不足
以完成这些新理念赋予
的任务。结果这些任务
就全都被推给了家长。
家长自然感到负担沉重，
不胜其烦。同时，为了
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
学校会给学生安排很多
不在考纲之列的副业，
这就压缩了学生进行主
业学习的时间，让学生

在无形中又多背负上了
一层负担。
　　还有就是在家校合
作方面，自从有了家长
群之后，今天一个“重
要通知”，明天一个知
识竞赛，后天又有一个
调查问卷，不是要家长
和学生一起打卡签到，
就是让家长扫码填问卷，
完成群公告等等。家长
要时时关注群动态，怕
错过什么重要信息，耽
误了孩子的“大事”。
有家长戏言，有时候就
连寒暑假群里也不得“消
停”，一年到头神经紧绷，
就要疯了！
　　其实，这些还不是
最重要的。成绩和升学
率才是摆在学校、老师
和家长面前最大的梗。
管它课不课改，有没有
特色，学生成绩好，学
校升学率高才是王道。
学校都希望自己的学生
考得好，教师教学质量
高，那么教学质量用什
么来衡量呢？当然是分
数，很多政府教育部门
都用分数来衡量一所学
校是否优秀，全科优秀
率，全科合格率都是考
察的重点方向，中考要
看学生考上重点高中的
人数，高中要看考上重
点大学的人数来评价学
生和学校的优秀程度。
　　所以学校也没办法，
必须要“顺势而为”。
学校要出好成绩，就必
须强化教师的教学任务，

老师有了压力，自然就
会加重学生负担。
　　再者，新课改提倡
全面发展，觉得学生缺
乏什么就将什么纳入考
试，所以学生要学很多
内容，课程负担越来越
重，压力自然也越来越
大，减负工作肯定不能
到位。
　　家长的要求更加单
纯，就是让自家孩子考
个好成绩，升个好初中
高中，将来考个好大学。
在这种心理影响下，如
果孩子成绩不好，就心
急火燎地将孩子送到补
习班开“小灶”，这更
加剧了学生的负担。
　　这就是一种恶性循
环。如此循环往复，学
生不可能有减负的一天。
　　总之一句话，无论
目前的教育减负措施思
路再怎么新颖，理念再
怎么前卫，都无法回避
一个事实，那就是中高
考。只要升学考试这块
“天花板”还在，那么
凡是与这块“天花板”
相冲突相抵触的减负措
施，最终都不免会走向
落空的结局。
　　因此，如果想让学
生减负，那么当今的教
育观念和体制就要发生
根本性的改变。不要让
“分数不是唯一”这句
话成为口号，毕竟学生
的全部不只是学习，还
有生活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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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支架价格“跳水”，防范带来的“心病”

　　国家医保局的“灵
魂砍价”又双叒叕来了。
近日，国家医保局在天
津完成首次国家组织高
值医用耗材冠脉支架集
中带量采购工作。通过
公开竞价，心脏支架的
价格从均价 1.3 万元左右
降至 700 元左右。（11
月 8 日 《工人日报》）
　　国家队果然出手不
凡，支架价格从均价 1.3
万元左右下降至 700 元
左右，若按意向采购量
计算，预计能给全国患
者节约 109 亿元，这不
仅会大大减轻了患者的
经济负担，让医疗支付
压力变低，有利于医保
可持续运行，也会深化
国家集中医疗采购制度，

破解长期困扰患者的“看
病难、看病贵”。
　　心脏支架大幅度降
价固然是一件好事，“灵
魂砍价”以公开公正的
竞争，挤掉了猫腻，砍
出了“地板价”，但是，
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
愿意站在微观的视角，
来分析心脏支架这一重
要医用耗材，在大幅度
“跳水”后，给公众带
来的“心病”。
　　首先，心脏支架由
原来的天价，降到目前
的“白菜价”，质量能
否有保障？原先，医疗
市场上国产支架价格大
概在 9000 到 1 万 1。进
口的贵点，从 1 万 5 到 1
万 9 不等。但这次，价

格一把杀到不到 800 块，
平均降幅超过 90%。有
医药代表在听到报价后，
连连说道，“这个价格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真的太可怕了！”甚至
还有人说，“你们敢用
吗？我反正不敢。”
　　这些话听起来有些
夸张，甚至危言耸听，
可对于生产企业而言，
昔日是暴利，现在可能
变成了微利。哪些生产
厂家有搞好质量与产品
创新的动力吗？若质量
出现的问题，那就等于
心脏上安装了“定时炸
弹”，不但不能救命，
也会致命。
　　其次，“地板价”
的心脏支架，会不会产

生有价无市、低价断供
等“中标死”的窘境。
作为第一批抗癌药进医
保后，由于是大幅度降
价，就曾出现过低价断
供现象，患者没有医保
药可用。若支架降价了，
但医院里却没有，如果
患者想用还得用高价支
架，那么，“白菜价”
就是望梅止渴，国家的
好政策会被架空。
　　此外，现在医疗手
术费原本就低，现在国
家又整治“以药养医”，
若不能提高医生的诊治
费，很可能让医生告别
公立医院，进入待遇高
的私立医疗机构，如此
一来，再便宜的心脏支
架，会因为没有好医生

而派不上用场。
　　显然，心脏支架的
国家集中采购，谈出了
“白菜价”，仅是迈出
了一小步，如何兑现这
一国家制度利好，关键
要做好“后续”文章，
一方面，要让医保、市
场监管、税务等部门，
在耗材生产、采购、使用、
配送、付款和质量监督
等全链条形成政策合力，
出台税收、金融等优惠
政策，降低生产成本，
激发企业生产动力。与
此同时，出台“以技养医”
配套制度，落实结余留
用等正向激励机制，有
效化解“招而不用”“有
价无市”等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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