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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知识点掌握情况

都不同，让他们自己去主动寻找
薄弱点，再经过批改和讲解的过

程，可能复习更有效率。”龚老师
说，这份作业周一布置给孩子们，

让大家回家做些准备，再在周二
复习课上完成出卷。起初他担心，

这项任务对于数学基础较差的孩

子，会不会太难了。令他欣喜的

是，孩子们的出题质量都很高。有
家长告诉他，从来没有见过孩子

这么主动和仔细地翻课本和练习
卷，每一个答案都要搞个明白。

“平时，爸爸妈妈们会让孩子

做难题、超纲题，这下，孩子们全都
‘还’了回来。”龚老师笑道，很多孩

子都设置了“拓展题”“思考题”板
块，内容涵盖数独、脑筋急转弯、

“龟兔赛跑”等奥数题，甚至包括了
函数题。面对孩子的“拷问”，家长

考生只能写下两字，“不会”。

“麻麻，你的数学好像不大OK哦”
期末复习新玩法！ 孩子给爸妈出考卷

通道被侵占
宽度只剩1米多

1月 7日上午，记者在现场看
到，要进入该小区居民楼，需经过一

条五六十米的通道，这条通道宽度
约为 3米。这条进入小区的必经之

路，一侧停靠着七八辆私家车，使得

通道剩下的宽度仅余 1米多。显然，
3米宽的消防车无法驶入小区，就

连身量小些的救护车也开不进来
（见图 夏韵 摄）。

孟先生告诉记者，之前这条通
道上并没有停车位，居民们的车都

停在小区内部。“通道上停车现象大

概存在五六年了，灭火只能铺设水
带；救人只能担架抬、靠人背，跑上

大段的路。我们反映无数次了，就
是没人来管。”居民们忧心忡忡。

两家物业管
停车乱象治不了
记者调查发现，曹杨路 623弄

16号-21号小区由两家物业管理，

分别为上海长风物业有限公司和上
海竞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而一墙

之隔的曹杨路 623弄 4号-12号小
区也是竞夏物业管理。前后者尽管

门牌号相似，但实则是两个小区。

小区里怎么存在着两家物业，
停车问题究竟谁来管？

记者首先拨通了长风物业的
电话。相关负责人表示，长风物业

在该小区内只管理住户档案、房屋
维修等事宜。至于停车管理、保洁

等服务事项，小区业委会另外聘请

了第三方公司管理，即上海竞夏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

为解停车难
铤而走险堵通道
随后，记者又联系上了上海竞夏

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赵先生。电

话中，赵先生坦言，小区出入通道一
侧停了车子后，消防车、救护车确实

开不进来，“但是没有办法啊。”
赵先生表示，曹杨路 623弄 16

号-21号小区业主的内部车位共有

22个，通道上能停八九辆车，其中 5

个车位是留给隔壁小区曹杨路 623

弄 4号-12号住户的。“这是当时两
个小区业委会协商的结果。”

赵先生说，保障消防通道通畅
和解决停车紧张，这中间存在着两

难，物业公司也很无奈。小区里没有
空间了，如果通道不设车位，部分居

民就没法停车。
停车位紧缺，就能侵占消防通

道？！居民认为，一旦发生意外，若占
道车辆不能及时挪走，酿成的后果

极可能是惨痛的。

他们建议，由街道牵头解决停
车难问题，比如盘活小区附近的写

字楼、商场等资源，让居民车子晚上
可以停进小区外的公共区域，实现

“潮汐式停车”。本报记者 夏韵

居民担心：停车位紧缺，就不怕小区摊上大事？！

小区消防通道被私家

车位挤占，消防车、救护车

开不进来，这个问题在普陀

区曹杨路 623 弄 16 号

-21 号小区长期无法解决，

让不少居民颇为担忧。

孟先生向本报反映，该

小区由两家物业公司共同

管理。针对隐患，居民们多

次要求物业和当地居委会

予以整治，无奈始终没有下

文。“这可是生命通道啊！”

孟先生希望，能尽快清除占

道车辆。

五六年了，生命通道始终 堵堵堵

    “各位亲爱的家长们，交接仪式

已经办完，神兽已经出笼! 为师们需
闭关疗伤， 准备来年再战。 整整 40

天，愿你们母慈子孝，不要鸡飞狗跳。

中饭记得烧，作业记得教，谈话要和

蔼，逆反不能叫，记得总微笑。 40天
和四个月相比，不会太长。 一个孩子

和几十个孩子相比，容易得多。2020，

从‘心’出发! 加油，相信您是最棒的
家长！ ”

期末考试结束， 寒假即将开始，

“神兽” 即将放归山林， 您准备好了

吗？ 昨天，朋友圈里热转的这段来自
某校班主任的肺腑之言，着实让不少

“老父亲”“老母亲” 们感叹说到了心
里，也有点“抖豁”。 这 40天，究竟该

怎么过，才能“母慈子孝”？

这两天，随着教育部对全国 718

家校外线上培训机构排查完毕，上海
黄浦、徐汇等区教育局纷纷发出《告

家长书》，提醒家长不盲从、不攀比，

尽可能给孩子们多一点时间空间，享

受难得的假期时光。即便确有需要报
班，务必理性选择、谨防受骗。话虽如

此，但是也有不同声音出现———不趁
假期弯道超车，难道等着开学任由学

霸来碾压？

说实话，是否报班，报什么班，这

个问题尚未有标准答案。家长的人生
阅历，关于孩子的人生规划，每个家

庭的生存环境都决定了问题的不同
走向。那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不妨

来看看刚刚结束的各区初三一模考

语文考题， 给我们的启示。 趁着假
期，出去走走，否则如何《偶得》一些

《小幸运》，怎样《找到藏在身边的幸
福》，怎样去学会《珍藏》一些美景、

一段回忆？

曾经采访过一名上海市中学生

作文竞赛一等奖得主，当被问及忙碌

的学习生活中， 写作素材何来时，他
告诉我，每天往返家和学校的公交车

上，是他观察世界、留意人生百态的
好时光，也是每天最放松的“放飞”时

光。 他最爱做的事情，就是从陌生人
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甚至上下车地

点，脑补出他的人生际遇，然后继续
脑洞大开，寻思着他下车后，又会发

生些什么故事。 想着想着，思维就丰
富起来。

也许，《做点减法，更好》；也许好

好聊一次天， 说说分数以外的话题，

孩子才能感到《爱，从没改变》，或许

《一切皆有可能》，也说不定呢！

神兽已出笼

    “寒潮来袭，眼看就要到年

底。爸妈来了电话，问我何时回家
里。那通电话带着浓浓的暖意，温

暖着我的身体。过年回家里，回去
看看父亲母亲，为他们擦去思念

的泪滴⋯⋯”春节将近，一首原创
歌曲《过年回家里》在音乐平台上

发布，引发归乡游子的共鸣。而这

首歌的作者和演唱者是一位上海
小学语文老师。

他叫居山植，是普陀区万里
城实验小学的一名80后语文老

师。他从小就喜欢唱歌，爱好文

艺，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试着写歌，
坚持自己作词作曲，到现在已经

写了15首。“那还是在‘遥远’的
2005年，带着对词曲创作的热情

坚持到现在。我觉得写歌是件很

享受的事。”

师范专业毕业从教至今已有
12个年头。为把自己喜欢唱歌的爱

好传递给孩子们，所以居老师的语
文课上常常响起歌声，“讲到某个

知识点或是某篇课文正好联想到

某一首歌，我就不由自主地唱出

来。孩子们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也
会放歌曲给他们听。”

很多学校为孩子们举办十岁
集体生日会，却没有专门的歌，居

老师就“手痒”为孩子们写了一首

特别的“生日歌”———《我们十岁

啦》。歌词简单朗朗上口，孩子们听

了没过多久就会唱，居老师也觉得
很开心。
居老师的歌有写给父亲的、女

儿的，也有唱给学生的、兄弟的、同
事的，也有调侃“穷书生”的，他希

望通过音乐将自己对生活的热情

传递给大家。居老师也希望这首过
年的歌，能传递一份温暖，陪伴归

乡游子的春运回家路。
本报记者 易蓉

《过年回家里》网上发布引发游子归乡情

这个80后老师是个原创歌手

    陆梓华

新民随笔本周，沪上中小学陆续迎来期末考试。
在上海市世界外国语小学，比孩子先走上考
场的，却是一群爸爸妈妈。期末复习课上，
五年级数学老师龚豪布置了一份特殊的
作业———请孩子结合本学期数学课内
容，出一张完整的考卷，由爸爸妈妈
来完成，再交给孩子们批改订正。

被严格的“监考老师”们没收了电子设
备，一笔一画认真打草稿，奋斗了一晚上的
“老父亲”“老母亲们”直言，“毕业后，几乎
是第一次完整地做卷子！”

更多家长看着自己千疮百孔的卷
子，由衷感叹，平时对孩子的严格要
求，自己原来也未必能做到。

    龚豪告诉记者，两个班级

80个孩子，除了个别家长出差
在外或加班太晚，第二天 71名

家长准时交卷。大部分家庭派出
爸爸接受挑战。

孩子们对家长要求严格。
有的孩子大笔一挥，在“学习习

惯”那一栏写了三个字：“不合
格”！有的孩子在“89”分的成绩

旁边写了批注：“太可怕了，已
放弃治疗了！”有的看到妈妈层

出不穷的小毛病，写下评语，

“麻麻，你的数学好像不大 OK

的样子⋯⋯”

“为了争一口气，给孩子做
榜样，很多家长都拼了！”龚老

师说，第二天，他的朋友圈几乎
被家长们刷屏了。男孩奕孜的

爸爸按照平时对儿子的要求，
严格按照答题规范———关键词

要圈画，计算草稿要整齐，线段

图要清晰标注⋯⋯终于，他拿

了满分。当然，也有家长哀叹，
“计算怎么错了！单位怎么可以

想当然！平时训他的话，如数奉
还⋯⋯”

“这份作业给了孩子一个知
识梳理的机会，也通过角色互

换，给两代人一个共情的机会。”

龚豪说，孩子和家长的热烈反馈
让他觉得，这样的作业形式，还

可以继续尝试。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孩子
出卷比做卷更起劲

家长
要考高分着实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