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吐槽：别让手抄报变了味

一位三年级学生的爸爸提起手
抄报，有自己的看法：“这就是布置
给家长的作业啊。低年级的孩子，
字还没写好呢，就想做报纸，确实强
人所难。完成一份手抄报，需要搜
集信息、排版、画画，没点编辑意识、
版面意识，不懂头条尾条，真的不
行。但是，在大多数孩子不行的情
况下，作业还得完成，这不就是推着
家长上场嘛？教育的方式有很多
种，画小报绝对只是其中很小的一
种。”

家住铁西区的韩先生儿子刚上
小学二年级，假期作业有一项是做
一张手抄报，学校也说希望家长和
孩子一起完成。“要求四开纸、横版，
分左右两个版面，报头在哪里，要有
报纸的名字和出版时间等。”韩先生
说，这两天和孩子妈妈一人负责找
内容，一人负责操作，儿子负责提意
见，忙活了整整一天，“自从儿子上
了学，我和他妈妈简直下得了菜场，
上得了课堂；改得了作文，做得了小
报，无所不能。”

家长们说，画画不会还可以用
模板搞定，但小报的内容孩子不会
规划，这点真是头痛。“一张A3大小
的小报，怎么规划每一区块的内容，
让整张小报看上去像样一些，孩子
完全没有概念。”一位爸爸说，孩子
没有大局观，让他做小报，他字写得
很小，想好的内容只占了三分之一，
剩下的大片内容完全不知道写什
么，“眼看着几个小时过去了，孩子
还在那里苦思冥想，只好帮他搜索
材料做补充，效率太低了”。

一位80后的家长吴女士说，自
己小时候也做过手抄报，“我是班
级宣传组的成员，那时候做小报没
这么多要求，一张大纸，画点画，再
抄点字就行。当时觉得还挺新鲜
的，感觉比刷题好玩。那时候做小
报，我妈可没管过我，丢来一盒彩
笔，自己就去忙了。”吴女士说，谁
能想到，20多年过去了，手抄报作业
到现在越来越流行，自己儿时那点
手抄报功底，现在全拿来应付女儿
的作业了。

手抄报作业
大多是家长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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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有评比
导致学生和家长看重

溯源：

在记者印象中，手抄报这种形式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出现了，老师
会在假期开始时布置各种主题的手
抄报，有节假日题材的，有学科题材
的，还有足球、健康等专题的，老师们
觉得可以用这种方式综合展示孩子
的假期生活，让孩子们用文字图片做
成一张小报，开学后带来，正好可以
装饰教室，让教室的装饰有孩子们的
个性，还能展示孩子丰富多彩的假
期。

一位班主任说，自己也有孩子，也
挺反感小报作业的，所以自己很少给
学生布置这类作业。她说，布置这类
作业的初心是好的，希望跟传统作业
不同，让孩子们更有兴趣一些。另外，
为了鼓励孩子们，这类小报作业学校
会有些评比。有了评比，家长们就格
外看重，觉得一定要让孩子的小报做
得如何如何好才行。

有些小报作业每个班只用提交两
三份，但有些老师比较好强，希望班级
提交给学校的小报作业都是优秀的，
就会让全班同学都做小报，再从中选
出几幅好的上交。这样的评比助推
下，家长对待孩子的小报作业很难有
平常心了，忍不住会深度参与这项作
业。

采访中记者发现，家长过多地
参与作业的现象，主要集中在小学
阶段。其原因一方面是家长的虚荣
心，希望孩子的作业得奖、拿高分、
受表扬，另一方面是部分老师在评
价时缺乏甄别，家长代劳的作业，在
班级群里被表扬，这样就助长了更
多家长来代劳。在小学高年级段和
初中，家长代劳小报常常是觉得孩
子在这上面花的时间太多了，不值
得。“让孩子花两个小时刷题他们觉
得有意义，花两个小时做小报就觉
得太浪费时间，于是家长直接拿过
来代做了。”

有位老师说，这背后其实跟家长
的教育观有关，让孩子自己动手做小
报，自己解决遇到的难题，这种锻炼其
实也是学习。

家长别包办
老师别拔高

建议：

很多爸爸妈妈都关心孩子的手
抄报作业是否做得漂亮，觉得孩子自
己做得不够好看，或者孩子一有畏难
情绪，觉得自己做不好，家长就马上
自己上手代劳，所以才会觉得，手抄
报简直就是布置给家长的作业。

但通过记者的调查很多学校布
置手抄报并不是以做得漂亮为目的，
锻炼孩子的信息识别、筛选、归纳、整
理能力，版面规划能力，动手绘画能
力，以及完成一项综合任务的能力等
才是目的。孩子自己动手做了，无论
做得漂亮与否，都是他的学习过程。
总是由家长代劳，孩子不但永远学不
会自己做，而且慢慢地，学习能力也
会落下。

所以，有关专家的建议是，遇到
手抄报作业，爸爸妈妈要鼓励孩子自
己动手，告诉孩子这是必要的学习过
程，开始的时候，做得不漂亮，完全没
有关系。如果确实感到困难，爸爸妈
妈可以从旁提供一些帮助或者建议，
爸爸妈妈可以提供的帮助包括：指导
孩子如何搜集信息；指导孩子如何从
搜集到的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
息；给孩子一些版面规划的建议；给
孩子一些版面美化的建议；同时，切
记，要时刻鼓励孩子，不要批评孩子
这里那里做得不好。

沈阳市皇姑区昆山三校校长王
艳建议，老师布置手抄报作业时也不
要拔高，小学低年级的要以绘画为
主，中年级的写少量文字，配插画，高
年级以文字表达的内容为主。同时，
学校也不要只表扬和选择几幅手抄
报作业，要对所有孩子的作品一致对
待，让孩子们真正体会到手抄报作业
的意义所在。

什么样的作业既能达到提升孩
子能力，又不给家长增加额外的负
担？王艳校长告诉记者，结合各个学
科所学知识以及各年级孩子的身心
特点，从“五育并举”的角度来布置假
期作业，是老师们应该探索的方向。

在“双减”的大背景下，除了书面
作业，更多应该是让孩子亲身实践，
体验式的作业。王艳表示，这个假期
学校尝试“RHB”综合形式的作业，R
代表阅读，H代表家务劳动，B代表运
动。老师们根据每个年级孩子的特
点，开出了特色学习单。比如五、六
年级的孩子，推荐家长们让孩子做小
长假的游玩计划，从预算清单，到路
线规划，作息时间等具体的内容，让
孩子学会算经济账，并提前了解此次
游玩的目的。通过打卡拍照，视频制
作等方式，让孩子体验所到之处的历
史、地理知识，丰富孩子的阅历。

十一期间正值枫叶和菊花观赏
期，家长们不妨让孩子在欣赏风景的
同时，动动手，用秋天的树叶摆出各
种各样的图形，做出美丽的树叶粘贴
画；再配上彩泥，剪纸等各种特色的
手工制品，为祖国庆生。

“除了分年级完成的作业，还有
全校学生都可以选择的作业。”王艳
说：“比如让同学或者家人一起与五
星红旗同框合影，表达对祖国的热
爱；还可以根据十一期间热映的红色
电影写一段观影体验，或者贴上观影
照片，制作出自己心目中的电影海
报。”

王艳建议，让学生参与作业设
计，让学生自主选择作业的内容和形
式。老师们作业的设计也应讲究趣
味性，以生动、形象的形式提高学生
的作业兴趣，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
用。同时，寓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训
练于趣味性的练习之中。

辽沈晚报记者 冯美琳

专家：

探索更多
新作业形式

假期刚结束，很多家长在群里吐槽：“累死了，终于帮儿子赶出了手抄报作业”“为了让孩子
的作品能够上墙，真是拼了”“求各种手抄报模版，给孩子赶作业”……

记者随机在本报家长群中进行了小调查，多位家长表示，长假光手抄报作业就有三项以
上；多数家长说，每个假期都有手抄报作业，其中80%家长说，会插手孩子的手抄报作业，有的
是和孩子各完成50%，有的则承担了大部分，孩子只完成很小一部分；也有少数家长说，作业
是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完全不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