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北京大兴区第八小学“课后延时服务”的老师在辅导学生写作业。

两会期间袁野减负冶成为会里
会外的热门话题袁政府工作报告
提出野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
担重问题冶袁 教育部等四部门联
合启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
治理行动袁教育部长在记者会表
示将从学校尧校外尧考试评价尧考
试教学尧家长和社会联动解决遥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一份
报告显示中国中小学生负担全
球第一袁孩子作业做不完袁睡眠
普遍不足袁近视率尧肥胖率不断
上升遥家庭的校外补习支出甚至
超过房贷袁成了野碎钞机冶袁以至
于野减负冶声音一浪又一浪遥然而
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反对 野减负冶
声音袁 也得到了不少家长的认
同遥还孩子们一个幸福快乐的童
年袁野减负冶势在必行袁但如何让
野减负冶 政策得到家长和社会的
认同与支持袁跳出野减负冶怪圈袁
真正把学生负担减下来钥

整顿校外培训机构是
野减负冶的抓手

事实证明袁 单纯在学校层
面尧 在公办学校层面推行减负袁
以缩短在校时间尧减少作业量为
主要手段的减负袁无法取得预期
效果袁甚至会走向野减负冶的反
面遥 野减负冶不能头痛医头尧脚痛
医脚袁必须全面综合推进遥

在升学竞争压力犹在袁民众
对优质教育资源愈发渴望的情
况下袁为了让孩子在激烈的升学
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袁获得优质学
校的入场券袁野减负冶反而会让家
长担心学校野减负冶会降低课程
难度袁从而降低孩子的考试竞争
力袁使得家长把孩子往校外培训
机构送遥而校外培训机构以提高
应试成绩为主要卖点袁 大搞超
前尧超纲教育袁本应是学校教育
补充的校外教育却喧宾夺主袁形
成了对学校教育的绑架之势遥

再加上袁公办学校还面临着
民办学校的竞争袁 在一些地方袁
基础教育已经形成了 野公弱民
强冶的局面袁当公办学校野减负冶
遭遇民办学校的加强训练袁家长
怎么可能不焦虑袁野减负冶又怎么

可能成功钥
野减负冶行动将得到什么样

的结果袁是公办学校尧民办学校尧
培训机构尧社会力量尧家长等多
方力量博弈出来的袁任何针对某
一方的政策袁如果得不到其他力
量的配合袁 都将面临失败遥 野减
负冶必须是全面减袁校内要减袁校
外也要减曰公办学校减袁民办学
校也要减曰此外袁野减负冶还要得
到家长和社会的配合遥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
负担袁是当前野减负冶的重心袁也
是破解 野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冶乱
象的关键遥 禁止超前尧超纲等违
反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的
行为袁尤其是斩断在职教师与校
外培训机构的利益链袁禁止课上
不讲课下讲尧 课上少讲课后讲尧
将学生推向校外培训机构的行
为遥通过对校外培训机构的专项
治理袁 构建一个健康的教育生
态袁 把家长从校外培训机构的
野绑架冶中解救出来袁家长才可以
按照教育规律和孩子身心成长
规律的要求袁从容地为孩子选择
合适的教育遥

野减负冶不是要弱化学校
教育

野减负冶不是弱化学校教育袁
恰恰相反袁必须提升学校教育质
量遥 野减负冶之所以会遇到一部分
家长的质疑和否定袁在于他们担
心野减负冶是把孩子推向校外袁是
在弱化学校教育袁是政府在推卸
教育责任遥

要消除这些质疑袁 不能把
野减负冶简单化袁在校时间长短尧
作业数量多少尧作业难度大小并
不与负担轻重对应遥 野减负冶不是
简单地缩短在校时间袁减少作业
数量袁降低课业难度遥

对于弱势家庭的孩子来说袁
在校时间长不仅不是负担袁反而
是有利的遥学校对于孩子来说是
一个庇护所袁由学校组织的各类
课后服务袁不仅可以减轻家长托
管烦恼和经济负担袁也对孩子的
学习和成长更有利遥

负担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袁

真正的负担是那些机械尧生硬尧简
单尧重复的训练袁既枯燥又乏味遥
要减下去的是这些机械单调尧枯
燥乏味的重复训练袁 纯粹为了获
得分数而进行的学习遥所以袁必须
通过改进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袁
变革教学组织形式袁 创新教学手
段袁 合理设计学生作业内容与时
间袁提高作业的有效性等袁减轻学
生负担袁 为培养和形成较高级的
创造力尧融合力尧应变力尧感知力袁
为孩子自由而全面的成长营造空
间袁 让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
际需要袁 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学习
自己想学的东西遥

全面提升学校教育质量袁也
是应对科技发展的要求遥人工智
能尧 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发展袁对
未来人才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
求遥 如果继续采取应试教育模
式袁学生被大量简单尧重复尧机械
的训练所充斥袁必定难以适应未
来社会的要求遥 野减负冶实际上就
是摒弃应试教育模式袁为孩子的
全面发展扩充空间遥

提升学校教育质量袁教师是
关键遥在给孩子野减负冶的同时必
须意识到袁解放教师袁是解放学
生的前提遥过重的负担会让教师
无暇了解学生袁从而无法贯彻因
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袁也将导致教
师没有时间和精力提升专业素
养尧提高教学水平遥为教师减负袁
首先要减少大量的非教学任务袁
诸如流于形式尧重复性的和其他

不必要的评估检查袁 无关的会
议尧 无实质意义的考核达标曰其
次是要提高学校及其教育主管
部门的管理能力和水平袁避免因
为管理水平落后而给教师增添
不必要的负担曰再次袁要扭转教
育政绩观袁解除悬在教师头顶的
野升学率冶和野分数冶压力袁让教师
能够静心教学尧潜心育人袁关注
教育的本质遥

给孩子更多的野出路冶

教育是改变个人及其家庭
处境袁实现阶层上升中的重要通
道袁这也是野减负冶遭遇部分家长
不同看法的重要原因遥为孩子们
提供多元的阶层上升通道袁引导
家长和孩子选择高考之外的路袁
才是治本之道遥

韩国与中国同属中华文化
圈袁 对子女教育同样极度重视袁
韩国中小学生的课外补习负担
也是闻名于世遥 数据显示袁2016
年韩国中小学课外补习的参与
率袁 小学生有 80%袁 初中生有
63.8%袁普通高中生高达 52.4%袁
非职业类高中高达 58.8%袁韩国
个人投入部分几乎跟公共教育
占一半比例遥

韩国高中升学率几乎是百
分之百袁 高等教育升学率也在
70%左右袁为什么家长仍在校外
补习上如此投入钥因为社会上稳
定的尧高收入的工作机会数量与

每年的毕业生是 2比 63袁 也就
是说上大学容易袁但是毕业后找
好工作很难袁而能够上首尔大学
等好大学袁找好工作就成功了一
半遥 这样的结果是袁虽然韩国大
学录取率高袁但是好大学的竞争
尤其激烈遥

为了缓解校外补习热袁缓解
升学压力袁韩国从 2013年开始袁
实施初中自由学习制袁 在初一尧
初二的一个学期取消期中和期
末考试袁实施灵活弹性的教育课
程袁提供多种社会实践和职业体
验袁职业探索活动尧学生社团活
动尧艺术体育活动袁帮助学生探
索自我袁激发学习动机遥

高中教育袁 则建立多样化
的高中体系袁 建立包括外语高
中尧 国际高中尧 科学高中尧 艺
术高中尧 体育高中尧 达人高中
等多样化的 野特殊目的高中冶遥
所有学生都能够根据自己的特
点来选择自己适合的高中袁 提
前明确职业方向袁 而不是都奔
着读大学尧 都去参加大学毕业
后 2比 63的竞争遥

韩国改革的成效我们拭目
以待袁但德国的经验已经足够说
明袁提前分流有利于降低高考竞
争压力袁让学生根据自己兴趣选
择人生方向遥 当然袁中学阶段的
分流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社会能
否为每个孩子提供多元的上升
通道袁让不同的职业都足够体面
有尊严遥 来源院新华网

如何跳出“减负”怪圈？
解放老师，给孩子更多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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