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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各地教育部门减负新规频频出台：

江苏省发布最严“减负令”，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

书面作业；

浙江省“减负令”除延迟到校时间外，部分地区还试行“中

学生做功课至晚上10点可以选择不做”“小学生晚上9点可以

不做”。

然而这些新政并没有得到一片叫好声，除了质疑治标不

治本的痼疾外，人们还开始反思减负本身的合理性。

如今，越来越快乐的学校教育，却似乎让家长们越来越

“疯癫”了：陪写作业鸡飞狗跳，孩子要做好自我防护；月薪3万

撑不过一个暑假，家庭收入一半用来报培训班……人人盼减

负，人人又怕减负。

疯癫般的家长，慈母般的老师

开学第一天，南京市公务员黄颖发了一条朋友圈：“又开

学了，但愿母慈子孝的模式一直在线。

令她“心寒”的是，评论里一片“不可能”“不可能+1”

“+10086”，队形整齐。

愈演愈烈的“报班热”，越来越长的补课账单，让置身事外

的人们感到匪夷所思。

四五年前，湖北武汉的徐女士因为给5岁半的儿子报了17

个辅导班、花费12万元而成为全国知名的“着急妈妈”。

时至今日，“一周八九节辅导课，每周休息半天”“家庭一

半收入给孩子补课”等情况早已席卷全国。

“家长有种病，自己觉得是奋斗，别人觉得是中邪。”

南京一位家长感慨，生孩子前看见这种新闻都觉得“这是

疯了吧，等我生了娃云云”，等到置身其中，才发现迟早都会泯

然众人。

“大老爷们”上班时间讨论小学孩子的奥数题，另外“半边

天”呼朋唤友在微信群里秒杀“原版教材”和性价比最高的打

印机，放学后一群爷爷奶奶负责去课外班占座，另一群爸爸妈

妈马不停蹄带着娃和外卖奔向教室……

凡此种种已成为目前众多有娃一族十分标准而又波澜不

惊的生活常态。

与此同时，“现在的老师太好当了”“现在的学校太会甩锅

了”则成为家长们的吐槽金句。

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课、陪伴孩子学习……有位家长告

诉半月谈记者：三年级时，孩子一学期才用了不到两个生字

本。孩子的拼音、书写掌握得远不如自己当年，期末还得自己

打印资料复习。

教育专家认为，细究这样的“金句”，还是要搞明白家长究

竟在抱怨什么？

不是对老师有意见，而是对家庭教育与校内教育的“错

位”有意见，对教师的专业教育活动向家长转移，对家庭教育

职责的无限放大有意见。

减负令严格地限制了学校老师的能动性。

一二年级不能留书面作业，不能排名，否则将可能被家长

投诉。

北京海淀区某小学四年级的某班，就因一名老教师让孩

子写作业被家长告到教委，事后即便全班其他所有家长挽留，

该名“负责任”的老教师仍被迫离开原有的教育岗位……

公立低保化，农村边缘化，教育资本化

在减负的大背景之下，校内不留作业，校外补；校内不分

班，校外分；校内不考，校外考；校内不竞赛，校外大比拼……

所有校内因减负放弃的“阵地”与“跑道”，现在已经由校

外全面接管，导致辅导教学“喧宾夺主”现象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出台花样繁多的减负政策，换来

的却是家长越来越冷漠的反应，甚至是“请不要再给我的孩子

减负”的控诉，以及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马太效应。

一是公立低保化。

“要择校，到民校”“初中不进民办，大学就进民办”，公办

教育在某些教育市场比较成熟乃至过热的地区，正在呈现出

一种“低保化”的趋势。

曾担任校长与教育局局长多年的吴晓茅说：公办学校越

是对减负政策执行到位，其结果越是令人尴尬。

根据2017年江苏省南京初中名校中考均分排名，排行榜

前9名中7家是民办；两家公办学校中，南外是唯一一个可以跨

区域掐尖招生的特殊公办，树人则刚刚由民办转为公办。

“很多薄弱的公办初中连中考全市平均分都达不到，办学

质量不高，导致学校对家长和学生更没有吸引力，生源困难，

形成恶性循环。”吴晓茅说。

“公办省钱，民办省心”也逐步化为泡影，补课正在成为公

立学校不能满足家长需求时候的刚需。

南京的家长陈先生买了学区房把孩子送进了公办小学，

上到二年级就后悔了：“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放学，作业很少，不

能排名，学校因为强调素质教育而限制的东西，家长都得通过

校外烧钱弥补回来。”

二是农村边缘化。

当城市家庭为了下一代的未来不断用“烧钱”的方式“增

负”时，乡村教育正在放任自流。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公务员韩飞在回

老家山东枣庄时写的一篇《乡村青少年的未来被“吃鸡农药”

重重围困》在网络引发热议。

该文说，“除了睡觉，哪怕吃饭、上厕所、走路，村里的青少

年手中也往往横着手机。聊起游戏，他们不由眉飞色舞；谈起

别的，则‘兴趣缺缺’，甚至压根就不答话。”

韩飞与这些孩子的家长交谈，“当我谈起未来两个字，他

们往往自嘲且讽刺地一笑：‘农村人谈什么未来，中学毕业出

去打工就是了’。”

三是教育资本化。

不少家长坦言，小升初不考试，但优质初中却是稀缺资

源，当“竞争跑道”不再清晰，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方法上也

从“短跑”“竞速”升级到“花样赛”“障碍赛”“马拉松”，家长在

课外辅导班花费不菲、学生疲于奔命的状况只能更胜从前。

正是由于公办教育不断减、不断退，唯恐孩子掉队的家长

们才会陷入军备竞赛，资本成为教育的主宰。

减负不能减责任、减质量、减求知欲

为什么人们一边盼着减负，一边又害怕减负？

仔细分析，当你害怕减负时你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校

内减负，校外增负；怕的是我减了，别人不减；怕的是减负减

负，减成废物；更怕减负变成减责，衍生出更多“潜规则”。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全国两会期间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明确

了“减负”概念：什么叫负担？

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

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在这个以内的，叫做课业、学业，叫

做必须付出的努力。

教育专家认为，尽管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请不要给我的孩

子减负”的呼声，但本质上，减负的方向是正确的，回归教育本

质的战略是正确的。

关键在于，人们呼唤的是真正的减负，不能减责、不能减

质，更不能打着减负的旗号夹带私货，同时还要尽快提质、均

衡，才有可能让学生在应付考试之余有更多时间学习如何成

为一个更全面的“人”。

减负不能偷换概念，求知欲不是负担，正常的竞争不是负

担，老师和教育部门的责任不是负担。

《拼娃:学霸世家谈教育》一书的作者张捷认为，资源稀缺

必然需要竞争，而减负是减不掉这个竞争的。没有了公开的公

平的竞争，潜规则就会横行。

吴晓茅认为，我们制定的很多政策过于理想化，与现实脱

节，才会招致抨击。

“优质均衡的基础未能达成前，广泛被群众认可的公平即

统一考试如果被剥夺了，那权、钱的寻租空间就必然出现，草

根阶层的被剥夺感、不公平感就会产生。”

回顾初心，减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削弱教育，而恰恰是为

了给予家庭更多的个性选择空间，去加强素质教育，提高创新

能力，解决高分低能。

然而，对很多家长而言，素质教育就是让孩子多学几项技

能。

应试教育的现实与家长主动增负，说浅了是种“剧场效

应”，是三人成虎的焦虑感；更深层次看，是民众对更好教育服

务的追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长期不平衡之间难以调和的

矛盾。而补课乱象、学生负担重等都只是表象。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今年两会期间引用古诗，

用“一山放过一山拦”形容几十年喊减负，负担却越来越重的

“死结”。

现实中，教育系统关乎基本民生，情况又错综复杂，改革不

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学生、家长、社会等真的减了负担，老

师、学校、教育官员就势必增加了义务与责任。 转自《半月谈》

为何学校越来越松，家长却越来越“疯”？
◆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纳米

比亚总统根哥布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立中

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3月28日至29日在

河北省正定县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对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栗战书3月29日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负责

同志会议并讲话。

◆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主席会议3月

2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并讲话。

均据新华社

“战神”展翅

中国空军轰-6K战机海上飞行训练（资料照片）。

3月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在空

军“神威大队”展开，大队飞行员看到一条“战神新闻”倍感

振奋：空军3月下旬出动轰-6K、苏-30等多型战机，编队飞

越宫古海峡、巴士海峡，成体系前出西太平洋开展实战化训

练，提升远洋机动能力，检验远洋实战能力。 新华社发

河南全面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

据新华社郑州3月29日电 记者从河南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了解到，4月10日起，河南省所有地市将全面启用新能

源汽车专用号牌。警方提醒消费者，一定购置符合国家标准

的新能源汽车。

据了解，2017年11月以来，河南省郑州、安阳等5市分两

批次先后启用了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试点工作进展顺利、

效果良好。按照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4月10日

起，开封、洛阳、平顶山等13个市也将启用新能源汽车专用

号牌，届时新能源汽车专用号牌将覆盖河南全省。

韩朝决定4月27日举行首脑会晤

据新华社首尔3月29日电 韩国和朝鲜代表29日在板

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双方商定于4月

27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首脑会

晤。

据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当天的消息，韩朝双方还决定

于4月4日在板门店就礼宾、警卫、新闻报道等问题进行实

务会谈。双方还将对其他具体问题通过文件互换形式继

续协商。

日前，有媒体报道，北京九旬退休高工两年内被“易宝林养生馆”

骗光全部积蓄，数额高达300多万。事件缘起于一次免费的足疗，之后

在诱导下一步步消费，甚至连收据都被骗走。在新闻中，老人的“国家

某研究院的退休高工”身份被拎出，在新闻评论中，也不乏对这一身

份的揶揄。这似乎是一种大众认知：上当受骗，是由于知识不足，只要

具备足够的知识，行走江湖便无所畏惧，足以免于被骗。而当“高工”

被骗，反倒是引发揶揄一片的笑谈了。

事实是如此么？检索新闻可以发现，近年来被骗的案例，高学历

不在少数，“清华教授被骗1760万”“一女博士被诈骗85万”“大学生被

骗15万负债累累”，照例并不缺乏社会阅历的影视演员都会被骗———

“汤唯在上海工作期间，遭遇电话诈骗被骗21万”。这还是具有眼球效

应的新闻，结合生活中的案例不难发现，学历、职业、年龄、性别、阅

历，究竟哪一个可以真正让人免于被骗的风险？揶揄高工被骗的网

民，会不会是把自己看得太精明、把高工看得太单纯、把骗子看得太

低能？

从新闻中可以看到，这家“易宝林养生馆”，可以说早已疑点重

重：店内无执照、无公开电话、无价目表的“三无”养生馆，号称自己是

“在全国开了100多家连锁的品牌店”，堂而皇之存在多年；2015年7月

14日，因擅自改变登记事项，被北京工商朝阳分局记录在案；2016年9

月12日，因登记住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被北京工商西城分局

列入企业经营异常目录，2017年5月重新取得联系后被撤销；2015年，

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事涉“易宝林国际科技有限公

司”、因诱导消费而起的民事诉讼案，最终，法院判决因证据不足，驳

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这些，都没有阻止有人前仆后继地上当受骗。

在构建了庞大复杂的治理体系的现代社会，真正能防骗的，不是个

体的知识、防骗的窍门、以人性恶为心里预设而形成的行为模式，而只

能是制度。在现代社会，有效率的治理模式应当能将个体的私生活与公

共社会作责任区隔，它应当能让个体以“单纯”的方式、甚至是像个“傻

子”一般生活，对人报以信赖，不至于凡事本能地质疑基础的商业伦理、

法律底线。个体不应当被推到与骗子斗智斗勇的一线，承担起一系列诸

如看执照、查资料、判断药品是否合规等等一系列将个体能力逼至极限

的行为，而是应当将诸如资质认定、合法性判断等交由有责部门，让这

种底线合规成为个体参与社会生活毋庸置疑的前提预设。

这也是为什么有知识的人未必能免于防骗，任何人的知识都有盲

点。再者说，仰观天象、俯察万物的知识，为什么需要降格乃至庸俗化成

对他人处处设防的生存智慧、练达潜规则的市侩哲学？需知，“高工”“教

授”“博士”都掌握不了的“知识”，不过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础性要求。

当社会上的个体越来越精明，越来越“主动”地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去填

补公共治理，这种个体对机制的责任倒灌，未必是令人乐观的现象。

美国有一个传奇性的巨骗弗兰克·阿巴内尔，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先后冒

充过飞机驾驶员、儿科医生等，用各种手段诈取几百万美金，二十一岁前便成为

许多国家通缉的要犯。自1974年出狱以后，他协助FBI抓获了一大批金融骗术高

手，并为银行等设计防伪支票，他现在是联邦调查局的研究员和外地办事处的

顾问与讲师。这不妨视作一种启发，当一起诈骗案例发生，不

是围绕着当事人学历的揶揄，再加几条小提示、小窍门；而是

机制要围绕着案例、诈骗者，再填补一个可能存在的漏洞。

转自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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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报道,号称全球用户总量突破9亿的手机

软件WiFi万能钥匙、WiFi钥匙,不仅能随意窃取个人

的WiFi密码, 也能轻松窃取商业机构、政府部门的

WiFi密码。除了蹭流量,一些黑客还可以对银行卡密

码等信息进行盗取。

大家要有基本的网络安全知识, 千万别去贪小

便宜,自己的WiFi等一旦被分享出去后,将会有诸多

安全隐患。 据新华每日电讯

“窃密”
3月29日，在南京市栖霞区商事登记服务大

厅，工作人员展示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的“不见

面审批”系统。

近年来，南京市栖霞区不断创新、升级商事

登记“不见面审批”系统，形成互联网+政务服务

的新模式，由“群众跑”变为“数据跑”。

目前，“不见面审批”系统以微信公众号为

平台，后台数据系统实现和市工商局以及多个

部门的兼容共享，系统平台还同步对接10个区

街政务服务中心和银政联办窗口。无论是手机

上、登记柜台前、自助终端上,只要“刷脸”成功、

人证一致,后台审批人员即可实时审批、当场发

放(免费邮寄)执照，连签名和盖章都可以在线完

成，实现群众办理事项“不用跑、不见面、能监

督”。

新华社发

“不见面审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