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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舵定向 稳驭“双减”之舟

经过了一整个假期的休整后，学生党们纷纷

迎来一个新的学习阶段。近些年在与大学老师的

交谈中，我常常听到，不少孩子进入大学后，学业

表现不佳、学习能力不高、学术追求不强，似乎丢

失了目标、丧失了动力、迷失了方向。在探讨中发

现，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小学，特别是义务教

育阶段，孩子的课业负担过重、机械刷题过多、分

数导向过大挤占了成长空间、固化了学习模式、

消减了求知乐趣。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孩子们不

是输在起跑线上，而是累倒在起跑线上。所以，对于近年来的

“双减”政策，我高度支持。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把青春倾注于我所钟爱的教育

事业，倾注于每一个学生身上。当在今年的上海两会上，听到

龚正市长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健全义务教育‘双减’长

效机制，提高课堂教学、课后服务、课业辅导等校内教育质

量，完善培训市场综合治理机制”时，我深感认同，也想谈谈

我的认识和建议。

据我所知，2017年起，上海就已经试点“快乐 30分”等课

后看护服务，并大力整顿教育培训市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 2021年的中央“双减”政策出台后，上海各区学校整合资

源、创新举措、协同发力、扎实推进，校内活动提质增效，课后

服务丰富多彩，培训机构全面压减，学生回归校园，教育回归

本源，孩子们全面成长的生态环境更加健康，家长们课后看

护的关切愿望得到回应。这里，我要给上海市政府点赞！

在巩固拓展“双减”工作成效的新阶段，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健全义务教育‘双减’长效机制”是抓到本质、切中要害

的。机制建好了，可以固根本、管长远，对此建议“双减”工作

可以从掌舵以下三个方向下功夫。

一是向内要质量，变革评价机制。深入推进“双减”工作，

育人模式要转型，评价方式要变革。只有牵住“教育评价”牛

鼻子，才能破除“唯分数论”，告别功利化倾向，根治教育乱

象，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部

门，建议要按照“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要求加快

研制涵盖道德素养、学习素养、体育素养、美育素养、劳动素

养在内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撬动教育生态良性回归。

二是向外要能量，建立共享机制。深入推进“双减”工作，

供给渠道要集中，配送模式要智能。目前，尽管各区各学校通

过各自出招、深挖潜能，为课后服务引进了不少教育资源，但

是品质难以保证、需求未必契合，有的薄弱学校、偏远学校可

能无力寻找优质资源。因此，在如何整合资源并充分利用上，

建议要加快“数字化转型”，依托“一网通办”平台，建立市级

统筹的“课后服务资源供给配送库”，经申报、评审后入库，供

学校结合实际、自主选择、提前对接、纳入计划。

三是向上要力量，加强法治机制。深入推进“双减”工作，

人大制度要发挥优势，人大代表要发挥作用。我呼吁，上海可

以率先制定地方性法规，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法治手段为

有关方面赋权、增能、定标、划线；同时，市区两级人大可以开

展常态化专题监督，经常督，督经常，推动相关部门履行好教

育职责。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双减”政策是一招“先手棋”、一场

“主动仗”，旨在以点带面撬动整个基础教育的价值重塑、技

术重构、资源重组、策略重建，形成育人本位的教育新生态。

要打好“组合拳”、出好“连环招”，立足当前破局治标，谋划长

远强基治本，不断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使各项改革

举措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让“双减”之舟行稳致

远，让成长之花灿烂盛开。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市复兴高级中学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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