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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李振华

自2021年 7月 24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室印
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的意见》以来，教育领
域迎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
三年来，从城市到农村，从学
校、家庭到社会，都在积极响
应落实“双减”政策的要求，共
同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环境。

事实上，在“双减”政策引
领教育革新中有传承也有突
破，具体表现为政策出台服务
国家教育战略，强调优质创新
与多维协同的发展理念；政策
实施推进创新体验教育，创新
个性学习与跨界互动的教育模
式；政策评估构建联动教育格
局，创建家校协同与多元评价
的发展范式。

强调优质创新与多维
协同的发展理念

“双减”政策的出台，是针
对当前教育领域中存在的过
度竞争、超前学习等问题的有
力回应，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
升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
其意义不仅在于缓解学生和
家长的焦虑，还在于推动教育
的本质回归，让教育真正服务
于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教
育公平，更在于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与新型创新型人才
培养的战略发展。北京作为

“双减”政策试点地区之一，在
发展理念上与国家政策同向
同行，强调优质创新与多维协
同。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将府
实验学校强化资源配置，深化
结对共建，突出扩优提质，加
大优质创新资源供给，构建三
层四领域的“奠基未来课程”
体系，该课程体系包括人文与
社会、数学与科学、艺术与健
康、技术与实践等四大领域，
每个领域的课程又分为基础
课程、发展课程与专长课程三
个层级，让学生在学习中感受
课程趣味性的同时，增强课程
的优质与创新性。

“双减”政策作为服务国家

教育战略重要部署，其从面向

学生学业的校内外“减压”，转

向释放学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探索自己的兴趣和特长，为

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

全面发展提供保障。这符合国

家战略中对于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要求。此外，“双减”
政策的出台有助于扭转“唯分
数”“唯升学”等不科学的教育
评价导向，避免短视化、应试
化的教育。这将引导学生、家
庭和社会更加注重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能力，而非单一的考
试成绩。这种教育理念的转
变，与国家战略中强调的创新
型人才培养和素质教育相呼
应。同时，“双减”政策的落地
落实还体现了国家对教育领
域的综合改革决心。通过规
范校外培训机构，提升学校育
人水平，以及优化教育资源配
置等协同措施，国家致力于营
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生态，为每
个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
保障。这与国家战略中关于
加强教育事业、提高教育质量
的要求相一致。

创新个性学习与跨界
互动的教育模式

“双减”作为一项复杂而系
统的实施工程，在政策实施上
包括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实
践举措，在国家政策实施方面
主要包括源头治理、系统治理、
综合治理，在北京、上海、辽宁
沈阳等9个试点地区也制定了
专门的实施方案和措施，这些
因地制宜的措施推进了创新体
验教育的发展，创新了跨界互
动、个性学习的教育模式。比
如，广东省广州市黄浦区构建
了“科学+”协同育人模式，该模
式聚焦全要素、全链条、全过程
科学教育育人格局，以学生科
学素质提升和创新能力培养为
核心，通过统筹校内外优质科
创资源，推动课堂教学与实验
教学改革，促进科学教育高质

量发展。其中还实施了“科
学+”课程建设，编制了具有区
域特色的科学教育课程图谱，
并强化了“科学+”师资研训，提
升了科学教育的专业素养与施
教水平。同时，还融汇了“科
学+”科创平台，动员具有科技
创新前言领域科研优势的企
业、科研院所等在学校建设实
验室或工作站，以增强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这种教
育模式不仅符合“双减”政策的
要求，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加多
元化、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双减”政策的实施强调行
政部门与教育机构的紧密互
动，突出学生为本，强化素质教
育并促进全体学生的全面发
展，以确保政策的顺利实施并
达到预期效果。行政部门在

“双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
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和监督作
用，他们需要根据国家的教育
方针和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制
定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具
体措施。同时行政部门还需
要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评
估，确保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可以说正是这些富有实践的
互动引发了跨界交流互动，促
进了具有个性化学习特征的
教学模式出现。教育机构则
需要积极响应落实行政部门
的部署，认真贯彻实“双减”政
策的要求。这不仅仅包括减
轻学生作业负担、规范校外培
训机构等方面的工作，教育机
构还需要与行政部门保持密

切沟通，及时反馈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便行政

部门进行调整和完善政策。

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提高课
内教育教学质量，积极探索新
型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校内课

程的吸引力，加强培养学生课
后服务中体育兴趣、劳动习惯
等内容，更要积极探索人工智
能教育大模型的教育应用，开
展创新性与个性化教学，以适
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共同推
进“双减”政策的落地落实、行
稳致远。

创建家校协同与多元
评价的发展范式

“双减”政策需要政府、学
校、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推
进，多元建设主体联动教育发
展范式逐渐显现。如黑龙江
省为落实“双减”政策，深入宣
传“双减”政策和相关内容，提
升家长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
同时制定了相关实施方案，搭
建新媒体服务平台，建设家庭
教育智库，开发家庭教育精品
课程，以加强家庭教育的指导
和服务。这一家校协同的重
要举措，得到广大家长的积极
响应和支持，家长们纷纷表示
愿意配合学校落实“双减”政
策，推动了学校、家庭和社会
的共同合作。上海市创建“家
—校—社”联动的中小学“大
科学教育”工作格局，还以复
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教育
集团为试点，探索构建大中小
学贯通融合的科学教育范式。
在多元主体联动教育格局构
建的过程中，其发展范式也接
受家庭、学校、社会的多重检
验与评估。

“双减”政策的评估作为家
校协同多元评价内容，包括政
策落实评价、学生减负成效评
价等专项评估，也包括学校教
育质量评价、社会满意度调查
等综合性评估。在政策落实评

价方面，主要评估各界政府和
相关部门在落实“双减”政策的
执行情况，包括政策宣传、组织
实施、监督检查等方面的工作
是否到位。在学生减负成效评
价方面，主要关注学生在“双
减”政策下的实际减负情况，可
以通过对学生课业负担、校外
培训参与情况、睡眠时间、体
育锻炼等方面的监测和统计
来进行评估。在学校教育质
量评价方面，除了关注学生减
负情况外，“双减”构建评价体
系还需要对学生的教育质量
进行全面评价，包括学校管理
水平、教育教学质量、学生综
合素质发展等方面。在社会
满意度调查方面，则通过问卷
调查、访谈等方式了解社会各
界对“双减”政策的认可度和
满意度，以及政策实施中存在
的问题和建议，为政策的优化
与调整提供参考。

“双减”政策服务于国家教
育战略，推进创新体验教育，构
建联动教育格局，符合建设中
国特色现代教育体系的要求，
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重
要探索。立足于相关教育实
践，同时为保证政策的推行以
更妥善更智慧的方式推进与调
整，服务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
建议从数字赋能方向进一步推
进相关实践，如构建场景式互
动平台，搭建课后服务的实践
云场景、评价云场景等，加强数
字化课后服务与家校协同；探

索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发展

大规模公共服务教育与个性化

优质教育的广泛共享；发展面

向未来教育的数字教材，一体
化发展数字培训与师资培育。
（作者系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
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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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合肥：
青少年搏击赛战犹酣

8月20日，“搜星中国”城市

青少年散打搏击公开赛拉开帷

幕，小选手们敢打敢拼，展现良

好的精神风貌和身体素质。图

为当日，少儿组男子20公斤级

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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