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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中最大的难题是什么？不

少家长都投票给手机，甚至有些家长把手

机称为家里的“不定时炸弹”，很多家庭矛

盾都由它而起。

不久前，共青团中央与中国互联网络

信息中心（CNNIC）联合发布了《2020年

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

告》。该报告显示，2020年，我国未成年

网民达到 1.83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

94.9%，超过三分之一的小学生在学龄前

就开始使用互联网，同时，手机是未成年

网民的首要上网设备。当这些抽象数据

还原为真实的家庭生活时，痛苦和冲突随

之而来。“不碰手机，儿子就是天使，只要

拿到手机，‘天使’瞬间就变成‘小恶魔’。”

北京的初一学生家长华欣（化名）说。就

在一抢一夺之间，亲子之间的和谐不见

了，家庭矛盾也随之升级。

当家长们对手机“恨之入骨”的时候，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

与教育社会研究室副主任朱迪告诉家长

们：“网络里也有风险，面对网络风险时大

多数青少年的处理方式是‘不理会’。”她

所在团队的研究显示，如果分享的话，他

们告诉同学的比例是16.24%，高于告诉

父母15.29%的比例。按理说，父母本应

该是孩子们最信任的人，尤其是在遇到危

险时。但事实是，青少年在面对网络风险

时，他们更多的时候选择沉默，或者是告

诉他的同辈朋友，之后才是家长。

手机难题的背后，是在一次次的亲

子互动和摩擦中。北京市家庭教育研究

会秘书长恽梅指出，现在的家庭教育中

有一种“经验性伤害”，就是父母总带着

自己过去成长中的经验去要求现在的孩

子。要防止青少年的网络沉溺，但是绝

不能用“堵”的办法，更不能不让青少年

接触网络。

“双减”之后如何当父母
改变一：不能再甩锅给手机

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和科目
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

针对家长、学生关注的考试次数，此

次《意见》中明确，各地不得面向小学各年

级和初中非毕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跨校

际的考试。学校和班级不得组织入学考、

摸底考、周考、月考、单元考试等其他各类

考试，也不得以测试、测验、限时练习、学

情调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小学

阶段不得进行期中考试。小学一、二年级

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可由学校每学

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

初中各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

期末考试。七、八年级语文、数学、外语可

进行期中考试；八年级地理、生物学可在

下学期进行期中考试和1次模拟考试。

为适应学生毕业和升学需要，九年

级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道德与

法治、历史、体育与健康可在上学期进行

期中考试，下学期正常完成课程教学任

务后，在总复习阶段可组织 1~2次模拟

考试。

严禁抢赶教学进度、提前结课备考。

初中学业水平考试仍按国家和省级教育

部门有关规定执行。

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
可以适当方式逐一告知学生、家长

孩子在校的考试结果怎么样，家长能

否知晓？能不能排名？按照《意见》要求，

学校期中期末考试一律实行等级评价，一

般分4至5个等级。考试结果不排名、不

公布，只可以适当方式逐一告知学生和家

长，不得在各类家长群传播。不得按考试

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初中各学期期中期末考试、模拟考试

成绩不得与升学挂钩。学校要运用好考

试结果，对教学质量作出科学判断，针对

性地加强教师教学指导和培训；指导教师

精准分析学情教情，切实改进课堂教学，

因材施教，促进每个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起始年级全面“均衡分班”
不得通过考试分班

《意见》还明确，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

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遵守义务教育免试

就近入学规定，严禁以各类考试、竞赛、培

训成绩或证书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不得

以面试、面谈、评测等名义选拔学生，不得

招收特长生。

除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不得组织任

何与升学挂钩的选拔性考试。起始年级

全面落实均衡分班要求，不得通过考试分

班，不得设立或变相设立重点班和非重点

班；非起始年级不得以升学为目的重新组

建加强班、尖子班、升学班等。

各市、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不得

给学校下达升学指标，不得简单将考试结

果作为评价学校的依据。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招生纳入审批地统一管理，与公办义

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同样管理。

合理控制考试难度
不“超纲”、不出偏题怪题

除严格控制考试次数，在考试难度上

此次《意见》中也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

段除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其他考试都不

具有甄别和选拔功能。学校考试命题要

严格规范考试内容，合理控制考试难度，

不得超越国家课程标准和学校教学进度。

要切实提高命题质量，注重考查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 和教学目标达成情况，注

重增加综合性、开放性、应用型、探究性试

题比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不出偏题怪

题，减少机械记忆性试题，防止试题难度

过大。

要增强试题情境的真实性、适切性、

多样性和思想性，提高试题情境与考查目

标、试题答案的匹配性，杜绝试题情境、任

务两张皮的现象。加强命题资料库建设，

拓宽试题材料选择范围，丰富材料类型，

确保材料的权威性，杜绝政治性和科学性

错误。

小学阶段不得进行期中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

安徽“双减”再出实招

作为安徽版“双减”的配套政策，日前，《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发布，明确“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和科目”“小学阶段不得进行期中

考试”“重点治理考试次数偏多、难度较大、质量不高、结果使用不当等突出问题。” ■ 记者 于彩丽

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双减”政策落地以来，变化已经显现：

孩子上学时间晚了、周末也不用再去一个个

课外培训班“赶场”了。那么，多出来的时间

干什么？家长应该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成

了摆在很多家长面前的一道“必答题”。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已经出台，并于明年起正式实施，这

意味着“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已不再

是“说说而已”，而是写入了法律：“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应当树立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

长是第一任老师的责任意识，承担对未成年

人实施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由此，家长

管娃这件“家事”将成为法律框架下的“国

事”。家庭教育的质量在孩子成长中的重要

性也越来越明显了，家长必须承担起应负的

责任，而不能再当“甩手掌柜”。如果说“双

减”之前的家长们是想尽办法“鸡娃”、“拼孩

子”，那么“依法养娃”之后，就要“拼”家长了。

家长们是时候该作出改变了。

■ 据《中国青年报》

改变二：不能再甩锅给时间

“家庭教育领域中存在着一种习惯

性外包的现象。”恽梅说。

以前，一说到家庭教育，不少家长就

会说“没有时间”或者“工作太忙”，于是把

学知识的事交给课外培训机构、把学技能

的事交给专业的教练，连给孩子增强营养

的事也“包”给了外卖。

是时间的问题吗？北京师范大学心理

健康与教育研究所所长边玉芳提醒大家关

注一个现象：去年年初，因为疫情防控的需

要，不少孩子和家长留在了家里，按理说家

长跟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增加了，可以更好

地实施家庭教育了，但是亲子冲突却明显

增加了。“这说明不是时间的问题，一些家

长不知道应该如何安排孩子，很多家长不

知道如何跟孩子相处。”边玉芳说。

多位专家指出，家庭教育要回归生

活。都说这一代家长学习能力强，但是会

学习并不意味着会教育。“很多父母看书

的读书笔记就很厚，重要的是要把学到的

内容做出来。”恽梅说。所有的改变，归为

一点就是家长要改变高高在上的姿态，放

下身段，真正拉近与孩子的距离。

家长观点

观点A：
取消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就像“拆盲盒”

孩子就读庐阳区某小学二年级的市

民王女士认为，小学阶段考试确实不用太

频繁、太“高难度”，“希望能考一考大纲以

内的，不要考那些难题怪题，很多时候大

人看到题目都头疼。”谈及取消期中考试，

王女士调侃道“取消期中考试，完全不知

道孩子本阶段学习情况，到了期末就像大

家一起“拆盲盒”。

观点B:
中高考看分数，越“减”家长越焦虑

“平时不给摸底考，怎么知道孩子在校

学习情况呢？最主要中高考依旧分数是王

道，这点一时还无法改变。”家住滨湖的市

民姚先生对大幅减少考试次数有着不同意

见。“理想是好的，但实际实施中也会有很

多问题，比如谁去监督落实‘不考试’，谁又

能保证孩子的学习效果？”姚先生坦言，适

当考试，可以让孩子及时调整学习方向，增

加学习动力；中高考还是要看分数，一味地

“减”会让家长越来越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