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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老师的做法到底对不对？ 您的孩子是

不是也在学习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您有什

么好点子帮助孩子？ 欢迎拨打本报热线

0731—84326110说说您的烦扰和想法。

︻

互

动

︼

在网上，甜甜的遭遇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

网友“大豆腐干”：我小时候

曾因写错一个单词， 被罚抄过

200遍，真是抄得眼泪汪汪。这对

于学生的心理影响还是相当负

面的。 自己独立判断是很重要

的，不要以为老师说的都是正确

的， 老师的水平也是参差不齐

的。去学校是去学习知识和学习

方法的，不是去练手劲的。

网友“longdou998”：勾起我

的“美好回忆”啊，我还被罚抄过

800遍，3支笔一起写过！ 印花纸

用过！

网友“静妹妹”：我儿子去年

被语文老师罚抄了1000遍古诗

呢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据说是

因为他上课的时候不认真。我倒

也不是怪那个老师，可关键是我

儿子抄了那么多遍，上课还是不

认真听讲啊！所以这招没用！

“昨天开车接女儿甜甜放学， 刚开始她还跟我讲学校

的趣事，突然话锋一转，一脸委屈地说，因为做错一道乘除

计算题，老师罚她做100道。”10月24日，长沙市民陈女士在

小区业主QQ群里诉起了苦，自从换了数学老师后，本来喜

欢数学的女儿对数学课充满了恐惧，这让她非常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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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女士说， 甜甜在开福区清

水塘二小读书， 这个学期分班后

换了数学老师， 是个40多岁姓黄

的女老师。“这个老师的教育方法

很特殊，学生做错一道题罚做100

道，做错2道罚200道，以此类推。”

陈女士说， 甜甜本来数学成绩挺

好的，现在因为害怕老师，老是出

错，老是被罚。班上其他孩子也很

反感老师的做法，暗地里叫她“母

老虎”。

“100道题怎么做得完？其他作

业还怎么完成？”陈女士说，看着女

儿晚饭都不肯吃挑灯夜战，她真的

很心疼。“老师应该教给学生做题

的方法，而不是教他们死做题。”

困难群众最高可获

1300元殡仪服务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从长沙市民

政局获悉， 长沙殡葬事业管理处将建立

“零拾百仟”惠民举措，为去世的城乡低保

户、农村村民、困难群众免费提供4类殡葬

服务，困难群众最高可获1300元的配套殡

仪服务。

据介绍，此次殡葬救助的范围包括“零

拾百仟”四类，即城乡低保户和农村村民

去世，由政府支付其遗体运输和火化服务

费用； 为困难群众群体提供最低38元骨灰

容器、280元花丛葬服务及1000元配套殡

仪服务。 救助对象死亡后在长沙殡葬事业

管理处旗下明阳山殡仪馆、 明阳山福寿苑

陵园、金陵墓园火化遗体的，丧事承办人应

持有关证件到殡仪馆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经殡仪馆审查确认后， 在结算殡葬服务费

用时由殡仪馆直接免除相关费用。

■记者黄静

做错一道数学题，老师罚做100道

网友调侃：去学校不是练手劲的

犹抱“衣裳”半遮面

10月22日，长沙市橘子洲，一名身

着古装的美女，站在人群前，她似乎害羞

了，举起自己的长袖，挡起半个脸来。

读者 罗飞 摄（稿费30元）

栏目投稿邮箱：sxdsbsj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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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曾菁

记者联系上了黄老师， 她说：

“我不是让他们做笔算题， 而是口

算题， 也没有让他们一天之内完

成，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完成。”黄老

师表示，让学生做题是锻炼他们的

乘除口算能力，因为学生在这方面

还存在较大问题，她也不是随便罚

学生，“他们做错的题，是我讲了一

遍两遍还继续错的，所以我才罚。”

“可能以前别的老师没有这样

做过， 但是根据我多年的教学经

验，这个方法是比较有效的。”黄老师

说， 学生如果能在一分钟之内正确完

成7—10道口算题，就很不错了。

【老师】 为了锻炼学生口算能力

【学生】 做错1题老师罚100道

也有支持老师做法的。

网友“乔国老”：我四年

级时， 如果是粗心做错一

道数学题， 就要罚做10道，

10道里再错一道，就要罚做

100道。正因为有这个顾虑，

我做的时候非常小心，五年

级就考进了市里的奥校，六

年级就去苏州参加奥数比

赛。孩子错了后如果发现没

有被惩罚， 没有责任要担

当，家长老师只有那么几句

陈词滥调，那么下次再错他

也不会有顾虑，心想“错就

错吧，被说两句就没事了”。

网友“单身贵族”：有的学

生是一个题目反复错，可能老

师忍无可忍了，才想到这样一

个办法，不能全怪老师。传统

的教育要精讲多练， 熟能生

巧，但家长往往“既要马儿跑

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支持派】 传统教育讲求精讲多练【反对派】 去学校不是练手劲的

【网友开策】

■漫画/王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