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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浙江省中小学生减负工作实施方案》公开
征求意见，公布了33条减负方案，其中拟规定小学生晚9点、
初中生晚10点可经家长确认拒绝完成剩余作业。有人认为
这是“减负”良策。也有人认为，孩子写作业的时间因人而

异，不能单纯从时间上进行
约束。

确实，孩子写作业的时
间因人而异，很难有一个精
确的标准。但这并不妨碍我
为这一方案投赞成票。在当
前学生课业负担普遍偏重
的情况下，出台这样的规定
不仅需要勇气，而且表现出
了极大的善意，对学生、对
教育、对社会都有着非常积
极的意义。

“减轻学生负担”已喊
了若干年，但很多时候只停
留在口头上。现在，终于有
一个地方真正行动起来，把
口号变成了“白纸黑字”。至
于可操作性的问题，实际上
也并非完全不可能。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都不需要太精
确，比如“睡眠时间不能低
于8个小时”，并非一定要掐
表计算时间，一秒不能少、
一秒不能多。学生写作业时

间同样如此，也是一个总体的、指导性的标准。而有经验的
老师和家长，对作业量的多少是有一定的测算能力的，多少
作业需要1个小时左右完成，多少作业需要2个小时左右完
成，他们心里有数。有了相关规定，老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

就会慎重很多。虽不一定都能严格控制在9点或
10点之内，最起码可以遏制明显负担过重的情
况出现。如果监督到位，这一举措的实际效
果还是值得期待的。

当然，完全不给学生留作业，显然也
不太现实。那么，留什么样的作业就很
重要。一位带着孩子在国外上学的家
长，发现小学给10岁的儿子留的作业
是写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的昨天
和今天》。这位家长吓一跳，觉得要
写这样的论文起码要到硕士，但
这个孩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来
了，一共10页，而且是自己设计
的封面，文章后面还列着一本
一本的参考书。后来，孩子把老
师看过的作业带回来，上面有
老师的批语：我布置本次作业
的初衷是让孩子们开阔眼界，
活跃思维，而读他们作业的结
果，往往是我进入了我希望孩
子们进入的境界。

这样的作业，是不是可以
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呢？要减少
的是“书面式家庭作业”，但可
以适当布置“适合学生特点的
体验式作业”和有利于提高学
生整体素质的开放式作业。

写文章要抒发感情，有
一个怎样使用人称的问题。使

用第一人称抒写，是一种直接的
表达方式，它可以把文内的人物或

事件写成好像是“我”的亲身经历或
“我”的所见所闻，使人感到真切，便于作
者直接抒发感情；使用第三人称，通过客

观的叙写，让人物的经历和事件的变化展示
在读者面前，从中渗透出作者的感情倾向，较

为灵活自然；而有的抒情段落，则在第一人称或
第三人称的叙写中突然转换为第二人称(“你”或

“您”)，作者直接与所写的人或物进行对话，交流
感情，这其实是一种抒情的特殊方式，从修辞角度
讲属于“呼告”，它更能表达作者强烈的感情。

例如魏巍《我的老师》中：
每逢放假的时候，我们就更不愿离开她。我还记

得，放假前我默默地站在她的身边，看她收拾这样那样
东西的情景。蔡老师!我不知道你当时是不是察觉，一个
孩子站在那里，对你是多么的依恋!

这里，作者在第一人称叙事的基础上，突然转换出
第二人称，直接与所怀念的蔡老师对话，充分表达了作
者对蔡老师的眷念之情。

又如穆青的《雁翎队》，在记叙雁翎队出征奔赴抗日
前线时写道：
——— 鱼儿，游开吧，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雁啊，飞去
吧，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

这两句诗情浓郁的话语，充分展示了抗日战士们内
心的强烈爱憎，这不是在客观地叙写自然景物，而是直
接地与飞鸟游鱼对话，将不懂世事的小动物当作好朋
友，让它们离开激战的战场，充分表达了抗敌勇士对
家乡一草一木的深厚感情。

改换人称，这种写法多用在抒情浓厚的诗文中，
特别是作者的感情激动到不可遏制时，往往不自觉
地抛开读者，直接转向所追怀的或所憎恶的人或物。如朱自清的《绿》，文章抒写
了对梅雨潭绿的赞叹之情。一开始采用第一人称，直接抒情，写“我”对梅雨潭
的绿的“惊诧”；继而用梅雨瀑来作衬托，突出梅雨潭在“我”心中的位置；最
后才直接写梅雨潭的绿。作者始写梅雨潭的绿，用了“荷叶”“裙幅”“碧玉”
等一系列生动的比喻，形象鲜明地展现了“她”那难以言传的醉人的绿。
直接写足了“她”的绿之后，作者仍不满足，于是又换一个角度，用其它
几处的绿来比衬：什刹海绿杨太“淡”，虎跑寺绿壁太“浓”，西湖的波
太“明”，秦淮河的水太“暗”，只有梅雨潭的绿，绿得醉人，绿得迷
人，而且绿得宜人。写到这里，作者再用第三人称“她”来称谓，但
觉得还是难以满足，于是便改换为更易于直抒胸臆的第二人
称，直接对“她”倾吐内心的挚爱。“裁你”“挹你”“舍不得你”
“拍着你”“抚摩着你”，声声呼唤着“你”，句句吐着内心真

情。作者仿佛已沉浸在若痴若狂的热恋之中了，眼前的
潭水已成了他真正的恋人。

一般说来，一篇文章的人称要前后一致。
变换人称的做法不可随意乱用，否则，不

仅不能感人，还会造成人称混乱，给
读者以虚假不自然的感觉。

今年六安一中第60届运动会，迎来了两位破纪录运
动员——— 高三(28)班易运红同学和高二(23)班方丽娜同
学，她们分别打破校运会女子铅球和女子跳高纪录。在此
之前，该校女子铅球校运会纪录保持了32年之久，今年被
文科选修高三(28)班易运红同学改写。

8 . 70米！谈及破纪录，易运红说：“我也没想到今年能
打破纪录，非常开心。对于体育类的项目而言，只要你愿
意努力，是完全有可能超越的。”

作为文科选修班的名列前茅者，易运红不仅学习成
绩优异，还是班级体育委员、足球队长！她参加过全市中
学生运动会、校运会、足球联赛，都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今年，她再次奔跑在校运会的赛场。铅球8 . 70米破校
运会纪录、跳远获得第二名。运动是易运红的爱好，也是
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习惯。“当体育锻炼成为生活中

的一部分，你会慢慢感受到运动带来的充实感。”易运红
感慨，进入高三，很多同学对于体育锻炼的热情在逐渐消
减，其实，运动和学习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另一个女子跳高项目保持24年的纪录被高二理(23)

班方丽娜同学改写。
问及参加校运会的感受，方丽娜回忆道：“那天操场

每个场地上都挤满了人，大家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性非常
高！我一直跳到1 . 22米都是一次过，跳过1 . 28米的时候已
经确定是第一名，我才有信心挑战校运会纪录。”同学、老
师纷纷为她加油鼓劲，有的同学还拿出相机记录这珍贵
的时刻。当她跃过1 . 35米的杆子时，同学激动地跑过来拥
抱方丽娜，一起欢呼、庆祝！

“进入高中，学习压力大，很多同学不愿意积极参与
体育运动，觉得体育运动过于劳累或者太激烈。但偶尔和

同学们一起打打球，一起在室外玩个小
游戏，沐浴一下阳光、感受一下自然也是
很好的，这样不仅身体得到锻炼，和朋友们
也更亲近了，是一举多得的事情。”方丽娜
说，体育运动主要还是强调走出房间，它的形
式多种多样，不一定局限在跑步和三大球类运
动之中。

另外，本届运动会男子100米预赛中，高三(10)

班窦振锋平校运会纪录(11秒2)，高三(15)班男子团
体4×100米决赛平校运会纪录(47秒3)。

近年来，六安一中不仅在教学成绩上取得累累硕
果，在深化素质教育，引导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建设，促
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上
更是精彩纷呈。各种社
团活动、田径运动会、足
球、篮球等单项体育联
赛，美术比赛、文艺汇演
等各项文体活动开展得
如火如荼，让学生在活
动中得到全面锻炼，在
活动中提升自我。

“破纪录”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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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9点可“拒写”作业，可行吗？
乔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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