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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老师要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要家长帮
孩子批改作业？要家长或学生自己打印学校
作业？今后，在上海，这些都不允许。《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关于优化上海市义务教育学校作
业管理提高作业育人水平的通知》日前出台，
并首次以附件形式，列出了义务教育学校作
业管理的10条负面清单。

首次提出细化措施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回家作业；

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
超过60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
间不超过90分钟。”在2021年上海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的实施意见》中，已经对学生的
作业时长和作业总量作出规定。市教委解
读，新出台的文件首次提出了具体措施。
文件强调，老师布置日常作业不超出课

程标准要求，不布置超量、无效的重复性、形
式化作业，不随意拔高作业难度。学校考试
范围、考试内容、难度上要与课堂教学、学生
作业保持一致。同时，规范作业布置要求，教

师一般应在校内布置作业，布置前要完整试
做，提高作业对学生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此前一些学校开展试点的基础上，上

海将推动设立“无书面作业日”，逐步实现“小
学每周一天无作业日、初中每周一天无书面
回家作业日”，引导学生多和大自然接触，到
社会场馆中学习，与家长一起游戏、运动等，
丰富课余生活。
优化学生作业本设计。学校和教师指导

学生记录作业日期、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实
际完成作业时间、作业感受等信息，培养学生
良好的作业习惯和高效管理时间的能力。
逐步推行教师作业记录本管理制度，从

源头把控作业。教研组和备课组集体研制作
业，控制好作业和非书面作业数量、时间和难
度。学校定期收集家长和学生意见，持续优
化作业管理。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蓬勃发展，文件提

出，老师要指导学生、家长科学合理使用作业辅
助用具，防止简单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获
取作业答案，避免惰化学生思维能力、影响学生
独立思考。要加强对学有困难学生的针对性

辅导和综合性帮扶，不断提高这些学生课程学
习和完成作业的能力。文件强调，“不仅让学
生知道作业问题在哪里，还要知道出现问题
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防止形式上的订正”。

“举报平台”已经上线
如何保障相关规范要求的有效落实？家

长们关心，文件虽然出台，但是，谁来监管？
如何落实？市教委表示，除了加强学校和教
师的专业能力建设，市教委将牵头逐步建立
市、区、校协同联动的作业监测预警通报制
度，将学校作业管理等情况作为对各区基础
教育规范管理工作评价的重要内容；各区教
育行政部门将作业管理情况纳入学校规范管
理工作范围。本市上线的“中小学规范办学
行为举报平台（电话：021-962066-9；网站：
https://basic.sh.smartedu.cn/tsjb”）已将“义务
教育学校作业管理”作为加强中小学办学行
为监管的重要内容。市教委将逐步探索更多
有效的机制，不断提高义务教育作业管理水
平，提升学校作业育人实效。

本报记者 陆梓华

昨天，第五届长三角体育节开幕式暨2025
中国坐标·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战赛在上海体
育场盛大举行。这不仅是一场长三角运动爱
好者的交流盛会，更是一次区域文旅商体展互
相融合、协同发展的全新探索，为长三角协同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打造“体育+”生态链
长三角体育节，这一由长三角三省一市体

育部门联合打造并轮流举办的区域性自主品
牌赛事活动，自2021年从上海起航，经江苏、浙
江、安徽接力举办，累计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
已成为长三角地区极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体
育盛事。时隔4年，它回归“上海时间”，本届长
三角体育节将持续至11月，以“绿色、健康、融
合、共享”为主题，设置竞技、展演、活动三类共
28项体育赛事活动，涵盖篮球、足球等传统项
目及匹克球、滑板、桨板等新兴运动，展演类项
目更是注重弘扬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让体育与
文化在赛事中交融。
在汲取往届办赛经验的基础上，本届长三

角体育节大胆创新，采用“引进来+走出去”的办
赛模式，所有赛事活动均以招投标的方式向社
会公开招募承办单位，并交由市场主体承办。
这一举措不仅能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
创造力，还为赛事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资源。同
时，鼓励各赛事活动承办方推动赛事“进街区、
景区、商圈”，积极打造“体育+”生态链。通过将
赛事与城市街区的烟火气、景区的美景、商圈的
繁华紧密结合，让赛事成为连接各方的纽带，将
赛事流量巧妙转化为消费增量，为区域经济增

效开辟了新路径。

边赛边游 优惠“打包”
昨天，2025中国坐标·上海城市定向户外挑

战赛开赛，近万名运动员以上海体育场为起点，
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边赛边游”趣味挑战之
旅。赛场外，“运动无界·乐享长三角”主题嘉年
华昨、今在徐家汇体育公园热闹举办，为这场体
育盛宴增添了更多欢乐与活力。
本次赛事以“打卡潮流地标，就来中国坐

标”为全国推广口号，以上海站为核心，精心打
造“GameShanghai”主题。比赛当天，约8万人
次客流在城市中流动，穿梭于旅游景区、商圈、
文博场馆、运动场馆、红色教育宣传点等地。
这场已举办15年的赛事，今年在促进体育

消费方面迈出了创新一步，联合近70家商户首
次推出《坐标优惠秘籍》。完赛队伍将获得一
本《坐标优惠秘籍》，实现“1本手册、3种玩法”，
可凭内附的纸质优惠券立减或通过扫描秘籍
二维码获取电子优惠券。48家商业类点标加
入本次赛事中，更有近20家商业综合体结合赛
事推出完成任务赠送优惠券活动，其中不乏知
名品牌参与。据初步估算，选手凭借这本《坐
标优惠秘籍》，可享受的各类优惠价值逾万元。
这是中国坐标赛事首次尝试将商户优惠集

中“打包”。未来，主办方计划推出更多优惠举
措，进一步挖掘城市定向的消费潜能，以体育为
纽带，打响促消费品牌，让选手们既能享受运动
的快乐，又能在相关商户获取消费折扣，让体育
与商业在融合中实现互利共赢。

本报记者 李元春

推动各赛事“进街区景区商圈”
第五届长三角体育节开幕，巧妙将体育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上海首次推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负面清单”

要家长帮孩子批改作业？不允许！
上海市义务教育学校
作业管理“负面清单”
1.作业内容不得超出课程标准要求，不

得布置超量作业，不得随意拔高作业难度。

2.不得布置无效的重复性作业，不得布

置形式化的作业。

3.不得强制要求学生、家长对作业本、作

业成果等进行包装。

4.不得使用带有侮辱性、嘲讽性的言语

或符号批改、反馈作业。

5.不得根据作业完成情况对学生进行不

当惩戒。

6.不得要求学生利用课间完成作业，不

得占用学生体育、艺术、劳动等课程时间对学

生进行作业辅导。

7.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

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得要求或变相要求

家长给学生布置作业。

8.不得要求学生、家长打印学校布置的

作业或违规收取相关费用。

9.不得以作业辅导等名义利用双休日、

寒暑假时间进行集体补课或变相集体补课。

10.不得以教学用书目录以外的教辅材

料代替日常作业或寒暑假作业，不得将寒暑

假作业完成情况与新学期学籍能否注册等相

挂钩。

王蔚新民随笔 人生惬意如米苋
“六月苋，赛鸡蛋”“七月苋，金不换”“初

夏吃米苋，保你身体健”……民间朗朗上口的

说法，其实都是源于对大自然的认真观察和

细心总结。

苋菜，江南人叫它米苋，有翠绿的，有洁

白的，有火红的。很多人爱吃红米苋，红色

的叶子镶着翠绿的边，颜色特别招人欢喜。

其中的红色素是一种易溶于水的含氮有机

物，具有抗癌、抗氧化、降血脂、保护眼睛等

药用价值。米苋的烹饪方法很随意，清炒

的、腐乳汁的、上汤的都行。米苋猪肉馅馄

饨风味尤为独特。蒜泥米苋可称上品，连张

爱玲都感叹：“炒苋菜没蒜，简直不值一炒。”

红米苋的汤汁是最诱人也是最好吃的，引得

陆游欣然作诗：“菹有秋菰白，羹惟野苋红。”

很可能他也像许多小朋友那样，爱用红米苋

汤拌白米饭吧，因为碗里的米粒已被装扮得

分外胭红。

炒米苋千万不要焯水，否则营养会流失

一大半。推荐一道从溧阳农家乐学来的皮蛋

虾皮米苋汤。葱姜蒜小米辣爆出香味，切碎

的皮蛋下锅煸炒，加凉水，待水开后放入米

苋，同时加入盐、鸡精、胡椒粉等调料，出锅前

再撒一把虾皮。在福州还吃过用砂锅煲出来

的小排骨红汤，只需把红米苋放入熬得酥烂

的小排汤里滚一下，汤水就会立即变成淡红

色，汤鲜肉香苋甜一起涌向了舌尖。

苋菜或是最受文人骚客青睐的蔬菜之一。

王安石望着窗外红艳艳的苋菜大发诗兴：“竹窗

红苋两三根，山色遥供水际门。”陆游也有诗

云：“石榴萱草并成空，又见墙阴苋叶红。”田野

里的那抹苋菜红，肯定刻进了他们的心间。

扬州人给红梗苋起了个别具一格的名

字，叫“红憨菜”。它在菜地里自由生长，茂盛

时节一副憨态可掬的样子。难怪郑板桥沉醉

于“白菜青盐苋子饭，瓦壶天水菊花茶”的乡

居生活。人生的惬意就如同米苋，常常无需

奢华，只求恬淡。

今 天 ，MetaSVS
2025长三角青少年
滑雪公开赛在上海耀
雪冰雪世界启幕。作
为吉尼斯世界纪录认
证的全球最大室内雪
场，这里首次迎来长
三角三省一市近200
名青少年滑雪选手，
他们展开激烈角逐，
用速度与激情点燃申
城夏日冰雪热潮。
本届赛事设置高

山滑雪、单板滑雪大回
转两大经典项目，分男
子组、女子组及U8至
U16共16个年龄组
别，全面覆盖青少年滑
雪群体。来自上海实
验学校的U16组选手
张涵舒分享道：“过去
只能在寒暑假去外地
集训，现在每周都能来
耀雪冰雪世界训练，家
门口的专业雪场让我
离梦想更近了。”

本报记者
周馨 杨玉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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