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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边输液边写作业，有必要吗

四川省心理学会应用心理专委会副主任、
成都开放大学家庭教育学院副教授商雪梅指
出：“家长被教育的焦虑所裹挟，在努力‘跟上’
别人步伐的同时也制造着新的裹挟。”所以，医
院的“学生输液区”看似“学习氛围浓厚”，实则
是“焦虑氛围逼人”。

“孩子长大就懂了。”“我难道会害他吗？”
“不都是为了你好。”没有一个家长的付出可以
被质疑，但单方面的给予真正考虑到孩子的需
要了吗？“单方面的自我感动就像眼罩，遮住了
教育的本质与真相，一个好的出发点就能合理

化所有不恰当的教育行为，这对孩子而言，是不
正确也是不公平的。”商雪梅说。

商雪梅指出，学习不等于知识教育，对知识
的掌握也不等同于试卷上的分数。把足够高的
分数、足够漂亮的学历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其
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而这样的失败需要孩子用
一生去承受。“家长拼命地‘卷’教育，不外乎希
望孩子未来能过得幸福，怎样培养出一个有幸
福能力的人，才是家长需要思考、学习并为之

‘下功夫’的方向。”她表示，孩子的一生很长，别
着急，慢慢来。

对“带病写作业”
现象的思考

◎ 樊树林

虽然如今，“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依然
有着很大的民意认同，“吃得苦中苦，成为人上
人”依然是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期待。但是，“可怜
天下父母心”，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哪个家
长不疼爱自己的孩子？对孩子来说，生病很痛
苦，而对父母来说，孩子生病很难熬，谁又甘愿
把病房变成“书房”？因此，在“左手挂吊瓶，右手
写作业”上，一味埋怨、指责家长们“冷酷”，其实
过于偏颇。

我们更应反思的是，在“左手挂吊瓶，右手
写作业”中，孩子们怎么会有那么多作业要写？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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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双
减”政策），在作业方面提出了五点要求，包括健
全作业管理机制、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明确
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加强作业完成指
导，以“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
重作业负担”。在“分类明确作业总量”中，要求

“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
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至六年
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
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在“加
强作业完成指导”中，要求“教师要指导小学生
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
大部分书面作业”。

“双减”政策逐步落地以来，虽然学生作业
负担较以往有了一定减轻，不过，“带病写作业”
成为尴尬“景观”，折射出作业减负依然有很大
空间，需要更多学校能够真正采取有效举措，让
作业量“实打实”地减下来，比如严格落实“小学
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等要求，尤其
是在生病的情况下，如何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
应有相应的制度设计。

“双减”政策还提出，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
切，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
障学生休息权利。不带病写作业，特殊情况下该
放下就得放下，正是保障学生休息权利的体现。

在特殊时期，面对生病学生较多的情况，学
校必须完善相关预案，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学校
不妨多聆听一下家长和学生的声音，灵活调整
教育教学节奏，“等一等”生病的学生；教育部门
近期还对学校提出建议，做好线上线下教学有
序衔接，对因病缺勤的学生，指导利用丰富的线
上教学资源居家学习。让家长们不再因孩子生
病而担心课程被落下，打消家长的顾虑，就可以
减少“左手挂吊瓶，右手写作业”的做法。

教育是个恢宏工程，也是个复杂体系。每一
个孩子的成长、成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双
减”政策逐步落地的当下，希望更多家长能够客
观理性对待孩子的差异，接受孩子的平凡。学校
教育更不宜再将“升学”“分数”奉为圭臬，在教
育教学中完善孩子的人格，让他们找到适合自
己的、科学的人生定位，为他们的人生出彩奠定
基础，这才是最重要的。

也许只有多方行动，“左手挂吊瓶，右手写
作业”才不会成为一道刺眼、辛酸的“风景”。

“不建议去上学，一定要住院，孩子肺炎挺严
重的”“不能吃了退烧药就去上学，多休息才好得
快”……12月的一天，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外
滩院区，医生正叮嘱一位陪女儿前来就诊的家
长。当天，在该医院儿科门诊走廊里，有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焦急地等待看病。

该院儿科主任李志飞介绍，就诊的患儿仍有
很多，约有一半是流感，另外就是支原体感染等。
看病之外，医生做得最多的事是劝“鸡娃”心切的
家长让孩子多休息。

李志飞说，当天她接诊了初一女孩小云（化
名）。小云一周前开始低烧，体温始终在38℃左
右，确诊为支原体感染。小云妈妈买了阿奇霉素，
让小云吃了三天，但小云的体温仍在38℃左右，
咳嗽一天比一天严重，时不时咳得整个人都恨不
能蜷缩起来，老师也建议小云去医院看看。

小云被确诊为支原体肺炎。李志飞指着小云
的CT影像说：“这是典型的大片状肺炎，这里的
肺叶都白了，肺部感染很严重，我建议住院治
疗。”小云妈妈犹豫了一下说：“医生，我们再回去
吃两天阿奇霉素看看吧，可能再吃两天就好了。
不行到时候再看吧。”

“我建议先住院。孩子咳得这么厉害，不能再
耽搁下去了。住院评估是否阿奇霉素耐药，再决
定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但小云妈妈还是很犹豫：“医生，住院会耽误
很多功课。”最后，小云爸爸在电话那头决定听医
生的建议，住院治疗。而妈妈仍在纠结，住院肯定
会耽误女儿的学习。

李志飞说：“在门诊中，我们遇到过很多这样
的家长，特别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和初中生的家
长，生怕孩子的功课落下了。有的孩子发烧到
39℃多，妈妈仍旧表示‘吃点退烧药就回去上
课’。”让李志飞和同事心疼的是，一些孩子由于
带病上课或者出院后休息不够，导致病情反复、

加重，或者出现混合感染。
最近一段时间，在各地不少儿科门诊区，不

时可见小孩边输液边写作业的场景，甚至有网友
晒出医院开辟的“儿童输液学习区”。也有一些

“苦心孤诣”的家长，私家车和露营装备也派上了
用场。护士们也都很“贴心”，打针时会先问孩子
上几年级，3年级以下的打右手，3年级以上的打
左手，右手给孩子留着写作业。

小红书上一位妈妈发帖：“江苏的孩子生病
也不耽误学习，早上带孩子去挂水。医院爆满，连
走廊也摆满了座位，医院还贴心地准备了桌子，
一边挂水一边写字，真是贴心啊！”这位妈妈发的
一张图片被认出是南京溧水一家医院。

一位坐标江苏无锡的妈妈说：“连着三天陪
女儿挂盐水。这次初高中的孩子‘中枪’比较多，
每天都看到孩子们边挂盐水边写作业或背书，真
的是争分夺秒。妈妈们都在边上端茶递水，默默
地陪伴。”

前不久，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内科主
治医师徐海军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则值班日记：一
位16岁的女孩患有抑郁症，在凌晨时大量服药，
刚在医院做完洗胃，母亲却问她明天能否上学。

这个女孩成绩一直很好，但近期总是情绪低
落、烦躁，无法专注，思维迟钝，对任何事都提不
起兴趣，也不想与他人社交，甚至对未来充满恐
惧。于是，她向老师请了4天假，调整状态。

但不上学的日子，却让女孩的内心越发无
助和绝望，妈妈总是反复地、小心翼翼地问她
好点了没，能不能去学校；爸爸则愤怒地指责
她管理不好自己的负面情绪，别人都能好好读
书，为什么她做不到。女孩心中的委屈和愤怒
在接到老师电话的那一刻变成了绝望，她期待
一向器重她的老师或许能给予她一些关心与
温暖，可电话那头也只是冰冷、严肃地问她什
么时候返校。

教育部：
学生患病期间
不带病上课上学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冬季学校流行
性疾病防控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部署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切实做好冬季流
行性疾病防控工作，保障师生健康和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

其中，《通知》指出，强化日常健康教育。开
展全覆盖、多形式的新冠感染及其他冬季流行
性疾病防控知识宣传。引导师生深化“每个人是
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理念，科学佩戴口罩，保
持勤洗手、常通风、注意咳嗽礼仪，适度参与锻
炼，提高健康素养和自我防护能力。加强家庭防
疫指导，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儿童青少年流感、肺
炎球菌等疫苗接种宣传引导。指导有发热、咳嗽
等症状的师生做好防护、及时就诊、规范治疗、
科学用药，不带病上课上学。

加强患病学生服务。完善应对预案，做好线
上线下教学有序衔接，对因病缺勤的学生，指导
利用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居家学习。对学生患
病期间的作业可不做硬性要求。结合呼吸道疾
病病程特点，引导家长让患病学生充分治疗和
休息，切实科学作出返校上课安排。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综合自《中国教育报》
《教育导报》《宁波晚报》《扬子晚报》等）

以人为本，不该让孩子“病不起”

医生频劝家长让孩子多休息
编者按>>>>

这个冬天，甲流、支原

体肺炎等多种传染性疾病

强势袭来，抵抗力较弱的孩

子纷纷中招。“感冒不是借

口，学习仍要继续”，医院

里，孩子们“边输液边写作

业”的场景多了起来，有的

医院还专门设置了“学生输

液区”或“爱心书桌”。与此

同时，“让孩子边输液边做

题有必要吗”引发热议，一

个患病问题，硬生生变成一

个教育话题。本期焦点对此

予以关注。

成都家长章女士日前表示，孩子生病请假期
间，老师虽然没有规定必须完成作业，但也没有
明确说不用做。其他孩子都在按时上课，课程进
度也不会因为个别孩子请假而放慢。家长既心疼
又着急，都是悬着一颗心在照顾孩子，有一种无
解的无奈。

多位家长表示，自己也不想让孩子边输液边
写作业，“但落下的功课又没人重讲，到学校老师
还要收作业，总不能到时候再通宵赶作业”。一边
担心孩子的身体健康，一边又怕孩子落下功课，
不少家长感到无奈。

当然，也有理性的家长表示，生病期间发烧、
头晕、乏力，躺着都嫌难受，更别说进行复杂的学
习活动。“病了就该好好休息，不差这几天”“如果
没有健康的身体作为支撑，关于未来的一切设想
都是空的”。

一位家长认为：“如果孩子还能精神抖擞地
写作业，其实就不必一定输液；如果孩子已经需
要输液治疗，就应该让孩子好好休息。”

“我很理解父母的心情，希望孩子不要因为
生病影响学习。可是，当孩子患病时，休息是治
疗方法之一，也是必不可少的。带病上学，或没
彻底恢复好去上学，孩子的学习状态、效率也不
乐观。不如先养好身体，再投身学习，这样可能
事半功倍。”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科主任李
志飞说，如果孩子确诊甲流，哪怕第一时间服用
奥司他韦等药物，也只能起到抑制病毒复制的
作用，最终还是需要靠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来杀
死病毒。这时候，多休息无疑有助于康复。

李志飞表示，带病上课或者没有彻底痊愈就
去上课，一方面可能传染其他同学；另一方面，在
自身免疫力较差时去学校，很容易出现二次感
染、混合感染。二次感染或混合感染，往往意味着
病情更严重，更难退烧，需要更长的时间康复。因
此，着急复课或带病上学，很可能得不偿失。

近期，不少孩子由于休息不够成了“病毒收
集体”。“有的孩子支原体肺炎、甲流、乙流、腺病
毒、细菌感染……各种流行的疾病，几乎都‘集
齐’了，很遭罪。”有医生这样表示。

南京市首批德育名师、江浦实验小学夏
光清说，看到“边输液边写作业”这一幕，想到
一个词：关心则乱。“对人或事如果过于关心，
就容易患得患失，从而影响人的判断力。我的
儿子小时候生病挂盐水时，一般不会让他写
作业。孩子身体不适，其专注力也是不够的，
作业质量不会高。此时，做父母的要做两件
事：一是如果孩子愿意，就读书给孩子听；二
是如果孩子精神不错，就把作业说给父母听，
不一定写，弄懂了就行……作为教师，学生睡
眠不足或生病了，我会请家长跟老师打声招
呼，我可以为其免去我的语文作业，以保证孩
子有足够的身心恢复时间。在每个鲜活的生
命面前，我们需要的不是相互指责，而是小心
翼翼，充满敬畏。”

南京市江北新区高新实小校长徐雪晶表
示，在“双减”背景下，按照新课改的方向，我们
都不提倡因为孩子的学习牺牲身心健康。“我们
应该允许孩子慢慢成长，在生活的体验和试错

中生长出自己的力量。”
南京市石鼓路小学校长周锋表示，对于医

院里孩子一边输液、一边写作业，他个人是很不
主张的。因为教育是培养人的事业，眼中要有
人。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健康是第一位的，适
当的休息是健康的重要前提。课业学得好不好，
不在于这几天。家长和老师应该在孩子最困难
的时候给予更多的关爱，从小感受到爱的孩子
内心丰盈，长大了才能爱别人。周锋说：“在疾病
大面积出现时，学校应该做好预防工作，同时教
学安排也应该进行适当调整，等一等生病的孩
子。生病的孩子康复以后，老师应该帮助他针对
落下的功课做好衔接，或者进行个别辅导，帮助
他跟上‘大部队’。”

浙江温州市仰义中学校长孙仕龙表示，学
生做作业是管理和制度化要求，生病不做作业
是关爱和人性化要求。视病况轻重，是否做作
业，做到什么程度，应该在制度化与人性化之间
寻求平衡。

医生 二次感染往往病情更重

校方 不提倡因学习牺牲健康

专家 孩子的一生很长，慢慢来

家长 既心疼又着急，还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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