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学期伊始，在一
些小学的上学时段出
现了这样一幕：导护老
师站在门口，不时提醒
背着书包的家长：下次
让孩子自己背书包上
学。记者注意到，“代
背书包”已是常规操
作，有的爷爷奶奶甚至
等孩子走进校门才把
书包递过去，恨不能一
直送进教室。

是孩子们有些懒
惰，还是家长们过于矫
情？2月26日至3月1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多
名学生、家长及老师，
探究现象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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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俗剧院新官方网站 http://www.ntgsjy.cn/
售票热线：85512832 服务监督：85528668

扫二维码关注更俗剧院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更多电影演出信息。

动画《熊出没·逆转时空》

阮经天、袁富华主演《周处除三害》

达科塔·约翰逊主演《蜘蛛夫人：超感觉醒》

雷佳音、马丽、赵丽颖主演《第二十条》

更俗
剧院

最新演出信息

3月17日19:30——黄梅戏《祝福》

福彩直通车

福彩双色球 2元可中1000万

南通福彩热线电话：85286795

新年“开门红”南通购彩者喜获42万奖金
2月20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

第2024018期开奖，南通市一购彩者凭借一
张“7+2”复式票喜中4注二等奖，24注四等
奖，奖金总计422248元。

中奖的幸运站点是位于南通市崇川区江
通路674号桥鸿建设的32060142号福彩投
注站。据了解，中奖者钟女士购买双色球游
戏已有多年，一直保持着对双色球的热情，是

一位地道的福彩老粉丝。对于购彩经历，钟
女士讲道：“很多年前就开始买双色球，无论
是机选、守号、胆拖还是复式等多种选号方法
都尝试过，最常用的还是复式投注法。基本
上我会买组复式票号码守个10期，如果没有
中奖我就再换组号码继续守号，这次的中奖
号码我才守了8期，没想到一过完新年就中了
个二等奖，真是好运当头啊！”

小小书包，不仅是压在学
生肩头的重量，也是窥探学生
课业负担、衡量时代教育质量
的微观视角。

很多人的思路是，通过进
一步减负来达到书包“瘦身”的
目的。然而，减负不代表“减
质”，上几门课就要背几门课的
书本，必要的练习和巩固也不
可或缺，还有学校为提升学生
综合素养增设的艺术、科技、体
育类社团课程，都需要占用书
包的空间和分量。

这样看来，“书包太重”问
题就无解了吗？也不尽然。在
相关部门管理、学校制度、教室
规划、课程设计等方面，还是
有很多提升和改进的空间值得
探索。此外，家长也需端正心
态，改变观念，真正把孩子的健
康快乐成长放在首位。倘若学
校的作业减下来，家长的作业
加上去，孩子永远也写不完，
书包又怎么会变轻呢？高阳

书包重量不一

连日来，记者走访南通多
所小学，分别针对低、中、高年
级学生进行了随机采访。有不
少孩子表示“书包不重”“还可
以”，也有一些孩子说“有点重”

“背得肩膀酸”。
记者从多所学校不同年级

段随机抽取5~6名学生的书
包进行了称重。测量结果显
示，一、二年级学生书包平均
重量2.7公斤，相当于5瓶矿泉
水（每瓶500毫升）的重量，其
中最轻的1.2公斤，最重的3.5
公斤。

“看他背得挺吃力的，每次
放学我都赶紧把书包接过来。”
家长王女士说，儿子读一年级，
现在体重24公斤左右，书包有
3公斤多。

随着年级增长，书包的重
量也呈上升趋势。记者的测量
数据显示，三、四年级学生书包
平均重量4.3公斤，最轻2.8公
斤，最重6.2公斤；五、六年级
平均5.1公斤，最轻3公斤，最
重6.5公斤。“书包里除了课本
和练习册，还有课外书、文具盒、
保温杯和一些做手账的材料，塞
得满满当当。”五年级学生家长
朱女士说，女儿每天都是弓着腰
进校门，因为这样背书包会省点
劲儿。

记者还发现，即便是同一
班级的书包，重量差距也十分
明显。在某校一年级某班的放
学队伍里，有的书包看起来就很

“单薄”，单手提起也毫不费力，
而有的书包则鼓鼓囊囊，就连两
侧的口袋都满满的，拎起来也有
些费劲。

为何会这么重

学生的书包重，并不是一
个新鲜话题。有些人习惯性地
将此全部归咎为“课业负担过
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征得王女士和学生同意
后，记者打开书包一探究竟。
一年级语文课本、补充读物、口
头作业记录本，一年级数学课
本、两本练习册，一本道德与法
治课本、四本课外书，再加上文
具袋、保温杯、乒乓球拍、24色
马克笔、一套餐具和一次性雨
衣，小小书包里乾坤尽藏，全部

重量是3.3公斤。
随后，记者对这些物品进

行了分类称重。教科书等学习
资料0.9公斤，保温杯等生活
用品0.85公斤，而课外书籍、
乒乓球拍加上马克笔达到了
1.1公斤。“球拍和画笔是体育
课和美术课上要用的，读课外
书是他自己喜欢的，每天都要
带几本。”对于这样的数据，王
女士直呼没想到。

除了“丰富的课程用具”和
“学生自身的喜好”占了不少分
量外，“缺乏整理书包的意识和
能力”也是书包过重的原因。
有学校班主任表示，“一些低年
级学生不会按照课表整理书
包，不管有用没用全部装进
去。也有些学生不敢把书册放
在学校，怕万一要用耽误作业
被家长批评。”

有些学校储物设施不足、
配套服务滞后，也导致书包过
重。有家长反映，学校的书桌
可以放书本，但老师要求孩子
每天必须把书桌清空才能离
校。而老师则表示：出于安全
和整洁的考虑，要求教室不能
留学生个人物品，以防丢失。

“‘双减’后学校的作业少
了，但部分家长的焦虑未减，仍
会买很多教辅资料。”有些班主
任表示，还有一些家长会给孩
子带牛奶、点心甚至果盘，这些
都增加了书包的重量。

家长忧娃驼背

在记者的本次随机调查
中，最重的书包达到 6.5 公
斤。担心个子长不高、害怕变
成驼背……不少家长表示，正
是这些担忧，成为代背书包的
主因。

针对家长的上述忧虑，市
第一人民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徐
冠华表示，从目前临床病例看，
学生因为“书包太重”导致脊柱
发育不良或弯曲的现象非常罕
见，而且绝大部分孩子由家长
接送，短时间负重很难影响脊
柱发育，这一点家长可以放心。

而针对网上“书包的重量
不宜超过孩子体重的10%，否
则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的说法，
徐冠华表示这一观点可以作为
参考。但每个孩子体型不同，
最终造成伤害的，是在书包重

量超过体重的10%后，可能引
起的脊柱长时间处于不当姿
势，进而影响脊柱发育这一原
因。“控制书包重量的同时，家
长更要注意纠正孩子单肩背
包、身体前倾、书包两边背带长
短不一等错误的背包方式，督
促孩子养成正确的行姿。”

此外，徐冠华建议，要加强
孩子核心力量的训练，可以选择
游泳、拉单杠等运动项目，增强
孩子身体的负重能力和耐受性。

探索瘦身之道

“机械性、非必要的作业
负担一定要减下去。”市紫琅
一小课程建设中心主任宋悦波
介绍，学校在优化延时作业设
计方面花了很多心思，由年级
备课组统筹分配各科作业量及
作业时段，通过限时完成练习、
当场批改评讲和及时修改订
正，确保绝大多数学生能够在
校完成作业，“带回家的自然而
然就少了”。

紫琅一小还推出了“大小
书包制”：大书包用来装主要学
习用品，包括美术、体育、劳动

等课程的用具，平时放在课桌
内或柜子里，一般不做挪动；学
校统一发放的小布袋是每天带
回家的，仅放水杯、阅读运动打
卡本等当日所需物品，这样学
生就可轻松往返学校。

帮助孩子做好“书包管
理”，也是当务之急。通师二附
一年级年级组长陆燕随机打开
一名学生书包，语文、数学、综
合学科用三个透明文件袋分隔
得井井有条，文具袋、水杯等分
别放在固定的夹层一目了然。

“从上学期开学初，我们就把
‘整理书包’作为教学内容和亲
子作业布置下去，确保每个孩
子都能学会定期清理、坚持按
课表配书。”记者注意到，放学
前，陆燕还提醒孩子们把水杯
里的水倒掉，尽量减轻负重。

通师二附还利用教室边
墙、后墙、课桌下方、椅子底板
等空间，为每个孩子专设小书
柜、小挂篮，固定放置常用物
品，以减轻书包重量。

“给书包瘦身也需要家长
的配合。”徐冠华建议，家长应
选购自重较轻且大小尺寸合
宜的书包，可以把较重的物品
放在贴近身体的一侧，并尽量
让书包每个夹层的重量平均
分配。 本报记者高阳 张烨

江海锐评

小书包“减肥”
需要大智慧

我市一名
家长替孩子背
书包。

记者高阳

孩子们的书包到底有多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