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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构筑基础教育“新生态圈” 
 

——走访上海多所中小学见闻 
 

本报记者  颜维琦  任鹏 
 

    “双减”政策落地 4个多月，学生、家长和老师感受如何？记者日前走访上海多所中小学，

发现学期过半，变化正在发生。伴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双减”，是学校专业服务

能力、多样化资源供给能力的逐步“双增”。以人民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通过高质量作业

体系建设、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推行“全员导师制”、提升课后服务品质等举措，校园主阵

地作用得到强化。 

    “双减”的指挥棒从微观着手，撬动的是基础教育整体变革，致力构筑的是一个以育人为中

心的“新生态圈”。 

    设计好每一份作业 

    “作业少了，也更有趣了!”上海市松江区九亭第四小学四年级学生安尚宸说，很多同学都有

这样的感受。 

    少而精的作业背后，是老师们以“绣花”功夫开展的一场“作业攻坚战”。在九亭第四小学，

教师用“三级跳”的形式设计弹性作业，用“友情提示卡”区分作业难度，为学生提供自主选择，

让学习困难的孩子“吃得饱”，让学习不费力的孩子“动动脑”，也让学有余力的学生“跳一跳”。

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实践性作业，鼓励学生走进社会大课堂，探

究饮食文化、博物场馆、历史遗迹、家乡美景等。作业的开放性和实践性策略延伸到所有学科，

融入每一位师生教与学中。 

    小作业，大文章。作为课堂教学的重要环节，作业承担着诊断、评价和指导的重要作用，加

强作业管理既是提升教学质量的关键领域，更是学校落实“双减”主体责任的应有之义。设计好

每一份作业，带动的是学校内涵建设，激发的是学生学习热情和能力，考验的是教育工作者的专

业素养。 

    在上海市杨浦区三门中学，围绕作业的一套反馈、辅导和点评机制，成为减负增效的“利器”。

该校教导主任刘瑞华介绍，这学期，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在校内课后服务时间完成当天的大部分作

业，尤其是老师的个性化辅导，让“难题不出校门”成为现实。“学生有了半小时的午休，下午

课堂效率明显提高，这也是‘双减’释放的红利。” 

    据了解，上海一直高度重视作业设计，2018年“作业研究”成果获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在此基础上，上海陆续印发小学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手册、初中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手

册，推出一系列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相关措施。结合“双减”新要求，上海持续在作业

设计和作业指导上发力。近期将出台“校本化作业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聚焦基层应用，突出

教师可操作，并开展全员培训，着力提高教师的作业设计能力。 

    “要充分发挥好作业在教学中的各种作用，让学生在作业中获得愉快体验，感知学习意义，

建构知识，发展能力。”上海市教委副主任杨振峰告诉记者。 

    线上有名师，线下有导师 

    这学期，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六年级的孩子们都有了一位“签约”导师。有困难找导师，

有困惑找导师，与班主任的工作形成补充，导师更注重学生成长中的个性需求，为“结对”学生

提供陪伴式关怀和精准指导，疏解学业压力、增强成长信心。 

    导师还肩负着成为家校沟通“桥梁”的责任。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沈寒亭的爷爷说，自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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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签约”导师，不仅孩子多了个“老师朋友”，家长也多了个了解孩子的渠道，感觉更放心

了。 

    这是上海在全国率先推行的全员导师制。此前，全员导师制已在上海 12 个区 186 所中小学

试点一年，今年 9月新学期开始，在初中所有年级和小学、高中重点年级实现全覆盖，目标是“学

生人人有导师，教师人人是导师”。为配合全员导师制推广，上海积极开展专业资源开发和培训

调研指导，并下发《师生关系指导手册》《家校沟通指导手册》《作业命题指导手册》，同步实施

市级种子教师培训，启动区、校教师全员培训。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闵辉表示，全员导师制是上海落实“双减”

政策、发挥教师育人“引路人”功能的重要举措，目的就是构建和谐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形成

育人合力，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线下有导师，线上有名师。今年 9 月，“上海空中课堂”推出升级版，新设《名师面对面》

栏目。优秀教师通过电视屏幕、在线授课等形式，为学生传授知识、答疑解惑。栏目背后，是一

个超强的“名师天团”——由上海 400 多名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双名工程”团队教师等组

成的志愿者队伍。 

    这一优秀师资“云共享”举措，受到学生和家长欢迎。大家普遍反映，线上的丰富资源，成

了“双减”后个性化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宝库”。截至目前，《名师面对面》栏目累计收视观

众已达 354.3万。 

    当教师角色进一步凸显，教师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学生学习方能更好回归校园。眼下，依托

紧密型学习集团建设，上海正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促进优秀教师有序流动，打造更紧密

的新型教学共同体。这一切围绕的是，更多关注学生，服务好学生差异化的教育需求；更多聚集

优秀教师，让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共享。 

    无论是线上“永不落幕的课堂”，还是线下“全员导师制”，上海希望通过标本兼治，以实践

创新和制度创新，不断强化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和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目标。 

    盘活校内外资源 

    放学后去哪儿？“双减”后，上海中小学提供了课后服务的鲜活样本。 

    教育部“双减”学校直报系统数据显示，上海 100%的义务教育学校都提供课后服务；参加

学生达 132.5万人，实现愿留尽留全覆盖；所有学校都能做到每周 5天、每天不低于 2小时。这

些指标均位于全国前列。 

    一区一策、一校一方案，课后服务品质不断提升。上海市梅园中学在课后服务中以“走班制”

形式，为学生提供鼓乐、健美操等体验课程，学生根据兴趣报名，每学期轮换，保证每个学生都

有机会参与。虹口区第六中心小学开发建设“校园微信课后服务智能平台”，学生每月在平台自

主选课，生成“一生一表”。 

    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中小学课后服务主要由本校教师承担，94.1%的教师投入到课后服务

中，展现了担当和作为。上海市教委鼓励区、校探索教师弹性上下班、调休、提供晚餐便利等人

性化措施，并在财政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确保参与教师劳有所得。 

    为丰富学校课后服务资源，上海不断盘活校内外资源，征集各类素质教育类课后服务在线课

程。经专业评估，已有 337家机构（单位）的 985门艺术、体育、科技等课程（含活动）入围首

批“上海市素质教育优质课程项目资源”，面向所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免费开放。 

    高质量的课后服务，需要强有力的支撑体系。教师资源不足，上海鼓励各区建立助教队伍，

整合退休教师、志愿者和其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作为课后服务补充力量。上海各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少年宫、少科站也主动与区域内学校“手拉手”开展课后服务。初步统计，上海各区学校的

课后服务共引入 11414名退休教师、社会专业组织、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等专业力量。徐汇区青少

年活动中心“五育活动日”覆盖区域内中小学。黄浦区青少年艺术活动中心“送课进校园”，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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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向约 5000人次学生提供 100余门公益性课后服务课程。与“双减”前相比，课程设置增长 50%

以上。 

    坚持立德树人，盘活、整合校内外资源，校社联动、馆校联动的“育人”大格局正在形成。

上海年内还将推出“上海市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工作指南”，以共享、开放、协同的新形态，联手

校内外共同规范并探索面向青少年全面发展需求的课后服务优质教育供给。 

    “双减”之下如何“增”、怎样“强”，能否创新手段、提升能力，将“双减”作为撬动基础

教育变革的抓手，构筑全社会合力育人的“新生态圈”——挑战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