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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免考，有3点理由：1.可以

激励学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上进

心和自我驱动力；2. 强调学习过

程，而不仅仅是关注最终的考试结

果，促使学生持续保持良好的学习

状态，注重日常积累；3. 获得免考

资格的学生能成为其他学生的榜

样，带动班级整体的学习氛围，促

进良好学风的形成。

葛永锋
免考制度可以有，这跟田径比

赛中的跳高项目申请免跳相似。

如在体育、音乐、美术方面有特长

的学生，平时阶段性检测成绩达到

满分，可以允许其申请免考。

对于其他学科，如在县级及

以上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学生，也

可免考。因为其在该学科上投入

的精力和取得的成效，肯定多于

其他学生。

理想的评价是既重过程，也重

结果。对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

生而言，除了中考，其他的考试都

是过程性测试，允许部分优秀学生

申请免考，可以让他们离考试焦虑

远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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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事物都可能是双刃

剑，期末免考也是如此。

首先，在运行之前，要做好各

项评估和考量。比如，制定合理

且明确的免考标准，确保公平公

正且具有可操作性。如果标准不

合理或不清晰，可能会引发争议

和不满。

其次，要关注学生的差异性，

做好引导和心理疏导，避免学生产

生太大的心理落差，尤其是那些努

力但未能获得免考资格的学生。

最后，要尽可能避免过度竞争，避免类似刚取消的

中考赋分的尴尬。

俞铁钢
不少学校平时都有不同形式的尝试，如学习打卡、

积分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免一次作业。这些形式可

以在学校或班级层面展开，有规章可以参照，已经形成

一种学习常规。当这样的做法成熟之时，期末免考制度

不也是水到渠成了吗？

骄 阳
如果我是优秀的学生，对期末免考当然是举双手

赞成，因为我不用再煎熬一次。万一发挥失常，还得

挨批评。

如果我是水平不太好的学生，那我是不会支持期末

免考的。为什么他就可以不考？说不定他这次也考得

不好。凭什么部分人可以享受福利呢？

作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检测，期末考试应该变成学生

树立信心的机会。如果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试卷，大家

都可以考个理想的分数，岂不完美？

宋国萍
免考制度对于一个学生的成长而言，一定是非常有

意义的。它告诉学生，学习不是临时抱佛脚的应付，而

是滴水穿石的积累。正因为你平时足够努力，才可以获

得免考这样“奢侈”的幸福。

据我所知，很多学校都会在期末复习阶段，为这些

免考的学生提供缤纷的“特色课堂”，比如：让学生学习

方言，浸润乡土气息；让学生排练课本剧，亲密接触经

典；还有人工智能等各类高科技课程，让这群学有余力

的学生“吃得更饱”“飞得更高”……

就算什么也不做，让这群学生自由自在，远离题海，

也是他们未来人生中值得回味的闪亮片段——原来我

的优秀无需用单薄的分数来证明。

静若夏柳1
我觉得期末免考不一定好，如果教师处理得好，也

许对一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有激励作用。

但学校不能仅仅以分数论英雄，尤其是小学，如果

把学科成绩看得过重，强调免考生的优势地位，就会打

击学习成绩较落后的学生，同时也容易使一些学生产生

嫉妒和排斥心理，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

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不应过分强调，这不利于更

好地实行“五育”并举。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小学
李晓楠

大课间结束，学生们回到教室，看到黑板上
赫然写着几个提醒的大字“第7列第1位桌上有
脏东西”。

小D立刻号啕大哭，整个教室都是她的哭
声。正当学生们不明所以之时，小D冲到小S面
前，恶狠狠地说：“我不会原谅你的，我以后再也
不跟你玩了。”说罢跑出教室，蹲到走廊的角落
里埋头痛哭。

小S觉得莫名其妙，无奈耸肩，学生们见状也
纷纷议论。

学校集体生活中，同龄人是时时刻刻的陪伴
者。一旦出现事件，学生之间帮忙是最快速解决
问题的途径。

基于此，我在班级内征集成立爱心调解团，
由教师推荐加学生投票，共选出两男两女4名爱
心调解员。他们的任务就是一旦出现纠纷，教师
又没在附近时，主动上前调停，倾听双方的理由
及诉求，判断对错并给出意见，促成和解。

在这个案例中，爱心调解团的两名女生来
到小 D 身边，抚着她的肩膀安慰，轻声问她原
因。原来，小S害怕班级丢分，当众指出小D的
问题，这让小D很没有面子。爱心调解团又找到
小S，表明来意，明白她是为班级着想，但方式过
激，理应道歉。

小 S 表 示 理
解，郑重地向小 D
道歉。小D原谅了
她，又高高兴兴了。

爱心调解团
成立以后，很多矛
盾迎刃而解，效果
不错。

□衢州市柯城区教学研究室
余 鹂

最近几年，我一直着力于策划举

办家庭教育的年度系列活动。在2022

年主题为“美好用餐时光”的活动中，

我们进行了一次餐桌调查，收到了

15571份问卷样本（线下3526份、线上

12045份），调查主体主要是小学生和

初中生的家长。

统计显示，用餐时亲子聊天的内

容是“在校期间的表现、学习情况”的

占比高达87.39%，仅7.78%的家庭聊

的是饮食、健康等其他话题。

然而，一聊学习，家里就硝烟四起、

战火纷飞；如果不聊学习，则无话可聊。

家长和学生都觉得自己很无辜。

一方面，家长认为，孩子绝大部分

时间所做的事就是学习，作为家长不

该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吗？不和孩子

聊学习，又能聊什么呢？

另一方面，很多学生留言吐槽：

“我家的餐厅根本就不是用来吃饭的，

而是用来训话的。”“我已经好多年没

能安安静静地吃饭了。”“一到吃饭的

点，心情就很差。”“我好怀念小时候吃

饭的时光，那时候谈话中没有学习，妈

妈的声音很温柔。”

94%的学生不喜欢家长在用餐的

时候聊学习，并且随着年级的升高，学

习话题越来越受到学生的抗拒。

在很多次的家庭教育活动中，家长

们表示，让人头疼的是“谈资”问题，“谈

资”决定“谈姿”。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

“说话困难症”“交流狂躁症”“家人失语

症”。有人说，家长最常说的四句话是：

“该做作业了。”“学校里表现怎么样？”

“不要浪费时间。”“别玩手机。”而学生

最常说的四句话是：“我回来啦。”“我饿

了。”“我作业做完了。”“我睡了。”

家里不是冷战僵持，就是河东狮吼，

究其原因，很多时候是家长们把天“聊

死”了。学生们说：“大人们永远只会

‘炖鸡汤’，一本正经地说话，说一本正

经的话。”“大人们该听的时候不听，不

该说的时候又唠叨不停，是最自我的。”

因此，聊天的大门是家长亲手关

上的，越关越紧，直到再也打不开。

在一些亲子教育的网站上流传着

这样一段话：“一个心事重重或压力很

大的人绝不会废话连篇，当父母和孩

子的交流只剩下必要的信息时，我们

和孩子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朱自清也说：“人一辈子一半是

行，一半是言。一辈子说话作文，若是

都说道理，哪有这么多道理？得有点

废话，我们才活得有意思。”

日常聊天中，如果一个人说的

90%以上是废话，那这个人就容易感到

快乐。如果废话不足50%，快乐感则

不足。

那些亲子沟通无碍的家庭，家长

和孩子之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不在

乎聊天的目的，全家人没有任何负担，

只有信任、轻松和愉悦。

因此，家长要想和孩子无话不

说，就千万不要只在“学习”“成绩”

“升学”的圈子里打转转，只说那些

“有用的话”。

心理学家贺岭峰说过，“聊‘废话’

是做家长最重要的一个能力”。其实，

学校教师又何尝不是如此？想和学生

聊得来，就要好好地讲“废话”：少谈大

道理，少灌心灵鸡汤，少聊学习成绩，少

一些对“正确”的坚持；多谈爱，多一点

生活，多一点天马行空、眉飞色舞，多一

些“我听你说”“我理解你”的共情……

如果学生愿意和你说“废话”，说

明师生之间是有共同语言的。学生愿

意信任教师、靠近教师，和教师在一起

是快乐轻松的。

回想自己和学生相处时，就常常

“信口开河”，和他们“闲聊八卦”：学校

附近新开的一家美食店、公交车上碰

到的有趣的人，都会成为我们的话题；

随着学生年龄渐长，我会和他们聊工

作中遇到的烦心事，和他们分享解决

一件“老大难”的痛快；现在，我也常常

在“选择困难”时听听他们的意见，寻

求他们的帮助……

学生们也想到什么就和我聊什么，

为什么喜欢吃无籽的小西瓜，或是对班

上某个同学行为的不认同，或是寝室夜

谈的趣事，有一次还大谈特谈年级组组

长处理一件班级事务时的草率。

我都只是认真耐心地聆听，不轻

易作评判。只有学生明确让我发表意

见时，我才交流想法，没有针对性的说

教，没有功利性的引导。这样的交流

会让人放松，让人感觉亲近，没有沉重

感、窒息感。

学生会有一种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与幸福感，慢慢地从“废话”开始，吐露

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我现在依然清晰地记得，轻松的话

题在课堂上是最受欢迎的，春游、秋游

的路上总觉得有很多话想说。在师生

的“废话”时光里，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是充满想象、充满意外、充满期待的。

现在，我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还

会时常打电话回来和我聊上几句，有

的放假回来也会和我来个彻夜长谈。

在闲聊中，我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人

就是应该自然自由地生长。

在《小王子》一书中，狐狸对小王

子说过这样一句话：“正是你在你的玫

瑰身上花费的时间，才使你的玫瑰变

得如此重要。”“废话”不废，多和学生聊

“废话”，和学生好好地聊“废话”，我们

会因此而享有人生路上最珍贵的幸福

时光。

□平湖市广陈中心小学
张倩芸

期末练习卷中有这样一

道题：有34本练习本，平均分

给4个小组，每组分到8本，还

多几本？

许多学生的答案是这样

的：“34÷4=8（本）……2（本），

答：还多2本。”

很自然地，我把这些答案

圈出，发下去让学生订正。

讲评时，我让做对的学生

来说说是怎么思考的。

“4×8=32（本），34-32=2

（本），答：还多2本。”

“为什么这么做，你是怎么

想的？”

“先要算出分掉几本，然后

再算还多几本。”

很快，做错的学生都开始

订正起来。这时，小霖举起手，

满脸疑惑地问：“老师，为什么

这道题用有余数的除法来做不

可以呢？我这么算，答案也是

2本呀。”

这一问，那些正在订正的

学生都抬起头看向我，渴望得

到解答。

我没有马上回答小霖，而

是把问题抛给学生：“谁知道为

什么不能这么做呢？”

班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

思考着。过了一会儿，小丁举

起手，自信地说道：“每组分到

8本是已经知道的信息，不能

用在算出的答案里。”

我赞许地向他点点头，可

再看看其他学生，仍然是似懂

非懂。

于是，我在黑板上又写了

一道题：有34本练习本，平均

分给4个组，每组分到2本，还

多几本？

“这道题该怎么做？”

学生们马上拿出练习本算

起来，很快，举起了好几只小手。

“4×2=8（本），34-8=26

（本），答：还多26本。”

“那这道题用34÷4算可

以吗？”

这一次，学生们都摇头了。

“为什么不能？”

“如果用除法做，就是

34÷4=8（本）……2（本），可题

目中告诉我们每组分到2本，

而不是分8本。”低年级的学生

能这么思考已经很不错了。

这时，小霖又举手了：“老

师，题目中的‘每组分到2本’

已经告诉我们，要先算出知道

的，就是分掉8本，然后才能算

多出的26本，所以不能用除法

来算。”学生稚嫩的声音回荡在

教室里。

我对他竖起大拇指：“你真

不简单，不仅明白道理，还说得

这么清楚。”

“同学们，你们能不能自己

也来出一道这样的题，自己算

一算？”

“能！”

很快，学生们编了很多题：

有34本练习本，平均分给4

个组，每组分到3本，还多几本？

有34本练习本，平均分给4

个组，每组分到1本，还多几本？

有34本练习本，平均分给4

个组，每组分到5本，还多几本？

……

“在自己编题、做题时，你

们有什么发现？”

“我发现，和原来的题目

比，我们就换了一个数字。”

“你真会观察，换掉其中的

一个信息后，我们就清楚地知

道，用除法做的答案与正确答

案一样，只是一种巧合，并不是

正确的解答方法。”

学生们频频点头。尽管这

节课用了大量时间在讨论这道

题，可我并不觉得可惜，弄懂一

道错题，远胜于讲解很多学生

们原本就会的题。

我要感谢小霖的那句“为

什么”，正是这个“为什么”，让

我懂得讲评错题不仅仅是告诉

学生们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更

重要的是引导他们理解为什么

这么做。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应该

重视学生的问题与想法，及时

因势利导，激发而不是扼杀他

们的数学思维。更何况，学生

的质疑可以锻炼教师的课堂

应变能力，鞭策教师努力备好

每一堂课、每一道题，以不变

应万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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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开学季，

开学的仪式感成为甜蜜的“负担”？

多和学生聊聊“废话”

爱心调解团

近日，遂昌县实验小学第十七届“牡
丹亭之声”体验夏令营迎来闭营仪式，80
多名营员为观众带来了9个精彩节目。
此次夏令营为期5天，安排了十番、婺
剧、昆曲3个社团，营员们在戏曲学习
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为婺剧
表演班的小花旦在进行指法组合展示。

（本报通讯员 叶艳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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