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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澎湃

“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
前段时间，一位小学生家长因为
不堪批改作业的压力“怒退”家
长群上了热搜。这起事件引发
的风波已经过去，但这位家长提
出的问题，还留在舆论场：“为什
么叫我帮忙批改作业？”

12月10日，在教育部新闻发
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
长俞伟跃表示，“对于杜绝将学
生作业变成家长作业这个问题，
教育部的态度是一贯的、坚决
的”。对于违反有关规定，特别
是布置惩罚性作业、要求家长完
成或批改作业等明令禁止的行
为，发现一起，严处一起。

从家长批改作业，到家长退
群，反映出的问题是相通的：当
前教师与家长在教育中的关系

混乱、职责不清，非但不能形成
合力，反而互相干扰。

早在去年 7 月，教育部相关
负责人就表示，关于给家长布置
作业的问题，一定要坚决治理；
这次再强调“发现一起，严处一
起”——态度很明确，话也说得
比较重了。结合近期多地都出
台相关规定严禁学校要求家长
批改作业，这其中的治理信号很
明确——家校权责关系，是时候
回到正轨了。

批改学生作业，本是教师的
日常工作之一，但近些年，这项
工作莫名其妙地落到家长肩头
的现象，却在不断增多。有人
说，是家长群让教师向家长布置
作业更方便了，但这可能只是表
象。

一方面，学校的作业不仅数
量多，而且花样多，这就迫使老

师找家长来“分担”；另一方面，
教师很忙，家长也很忙，这样的

“分担”不仅不可行，而且有可能
造成家校之间的误会与矛盾。
对此，恐怕就需要从减少教师的
非本职工作任务入手，通过给教
师减压来给家长减负。

所以，教育部门的最新表态
中，有些表述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
切实建立起有利于减轻学生过
重课业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全面发展的良好教育生态。

重新厘清家校关系，也不只
是学校和教师的事。家长不应
该批改作业，并不意味着家长应
该在孩子的教育方面充当“甩手
掌柜”。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本
就是一体两面，少了任何一方的
支持，教育的效果都会大打折
扣。

今天的社会，家长对孩子的
教育期待很高，社会的教育焦虑
也普遍存在。越是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越应该划定科学、明确
的“楚河汉界”。家长该干啥、老
师该干啥，大家必须心里有数，
这样才能为孩子、家长、教师共
同减负，也能避免教育焦虑情绪
的蔓延。

不让家长为孩子批改作业，
只是当下工作的第一步。家长
群到底要不要建？孩子完成不
了的手工作业，只能由家长代劳
吗？很多问题依然困扰着家长、
教师和孩子，我们需要做的还有
很多。

但标准总可以明确：让学校
的归学校，家庭的归家庭。孩子
的教育就像一场球赛，每个人在
各自的位置上配合好，而不是给
队友“添乱”，才能赢下比赛。

孩子、家长、教师，都需要减负

孩子的教
育就像一场球
赛，每个人在
各自的位置上
配合好，而不
是给队友“添
乱”，才能赢下
比赛。

文┃韩浩月

拿起“考古神器”洛阳铲，层
层挖土，再细细地扫去浮尘，神秘
的“宝贝”慢慢呈现全貌……12
月初，有网友发图文帖直播“考古
盲盒”开盒全过程，他先后挖出了
青铜虎符和兔首印章，引起网友
围观并纷纷表示“被种草”。“考古
盲盒”一下火了。

据了解，“考古盲盒”是河南
博物院推出的文创产品，它把时
下流行的“盲盒”概念和文物结
合，把青铜器、元宝、铜佛、铜鉴、
银牌等“微缩文物”藏进土中。在
网上，“考古盲盒”处于脱销状态，
每次补货都会秒空，河南博物院
官微评论区则满是“催货警告”。

“考古盲盒”为什么能火？就

目前看，注重用户体验是重要原
因：文物爱好者或者盲盒玩家在
挖掘过程中，能感受到考古学家
的快乐——能挖出什么，充满不
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颇具刺激
性。

这对传统文化传播跟文创无
疑不乏启示：在很多人眼中，文物
连接的是“传统”，盲盒代表的却
是“潮”，二者似乎不搭。

但“考古盲盒”却将二者较好
地捏合：让文物形象借盲盒形式
出圈，也能让曲高和寡的文物形
象跟包括年轻人在内的社会大众
更贴近，对传统文化进行时代化
的“转码”，连接起过去与当下。
而好玩的游戏化体验，也能带动
人们学习与感受的热情。

从这些“考古盲盒”的设计

看，有关人员显然用了心：等级区
分是盲盒产品吸引玩家的重要元
素，“考古盲盒”就将盲盒内的藏
物设置成传说级别、传承级别和
史诗级别这三个等级。

运气好的人，可以挖到“十二
生肖兽首印章”“大将军虎符”“武
则天金简”“杜岭方鼎”等“宝物”，
运气差的也能挖到一捧来自文物
胜地洛阳邙山的土。

这也能让很多文物形象走入
寻常百姓家：从盲盒中得到的“宝
物”，可以成为很多人家中的摆
件，让微缩文物进入人们的生活
情境，也让家庭氛围中多些文化
气息。

尤其对年轻人来说，“考古盲
盒”也为解决文物走近年轻人的
难题，提供了参考思路。

95 后、00 后的 Z 世代年轻
人，与文物之间隔了层玻璃罩
子。在家长的陪伴下参观博物
馆，虽然也可以体会震撼，但如果
能真正拥有些许能与自己双手产
生接触的微缩文物，感受会有所
不同。“考古盲盒”就让其变得可
能。

近些年来，文创产品出圈动
作频现，故宫文创日历就曾让传
统文化活了起来。而“考古盲盒”
将文物跟“潮玩”概念结合，也是
让传统活起来的新尝试——它以
契合市场思维与年轻人需求的方
式，拉近了文物跟人们的距离，让
文物作为文化的载体，更多地活
跃于人们的视线当中，吸引人们
去观察它、了解它。这显然是好
事，类似的尝试也多多益善。

“考古盲盒”爆红：文物“出圈”，文化“入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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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至 2018年，梁勇担任吉
林市图们市财政局局长期间，在项
目承揽、工程招投标、资金拨付等过
程中，为涉恶犯罪团伙首要分子马
文龙提供帮助，收受人民币 225 万
元，助长该团伙坐大成势。2020年8
月，梁勇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
分，并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

这是吉林省纪委监委12月9日
公开曝光4起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典型案例之一。

据悉，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吉林省共立案查处涉黑涉恶
腐败、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及失
职失责问题2824起，处理3032人，
移送司法机关307人。

新华社发 刘道伟 作

打掉“保护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