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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后，教师的工作时间延长，工作压力增大，如何加强对教师的关心关爱，这是政府部
门和学校正在探索的问题。为深入贯彻“双减”工作要求，加强课后服务教师待遇保障和教师工
作生活中的人文关怀、组织关爱，日前，市教育局出台《关于深化“双减”工作 加强教师关心关爱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就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度、合理均衡配置师资、保障教师身
心健康等九大方面提出具体意见。

实行弹性上下班 加强后勤保障 关注身心健康

“双减”背景下关爱教师的宁波做法
无暇管好自己的小家？
加强后勤服务保障，排忧解难

参加课后服务后可能导致教师缺少时
间管理自己的小家，时间长了难免顾此失
彼。《指导意见》也针对这一现实问题要求各
地各校加强对教师的关心关爱，统筹考虑教
师实际困难，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
为参与课后服务教师提供晚餐服务、解决子
女托管、保障教师休息等，做好教师教学生
活后勤服务保障工作，为教师排忧解难。

事实上，面向教师的“家庭晚餐”已在我
市的多所学校推广，鄞州区德培小学、镇海
区骆驼中学、慈溪市保德实验学校等都有类
似服务。据介绍，在这些学校，晚餐允许外
带或教师家属进校用餐，解决了教师没有时
间买菜、做饭、和家人一起就餐的问题。

镇海区实验小学除了可以让教师的配
偶、孩子一起用晚餐外，还推出了代购菜品
初加工服务，将教师预订的食材洗净、切好、
单独包装，配备专门的保鲜柜，教师下班后
自行领取，节省了教师下班后买菜、洗菜的
时间。

压力大了影响身心健康？
举办各类活动保障教师健康

学生的身心健康是教育的大事，教师的
身心健康同样也是教育的大事。《指导意见》
提出，各地各校要落实教师一年一次的健康
体检制度，逐步提高体检标准。关心教师课
后服务工作压力下的心理状况，有针对性地
开展心理咨询、心理辅导等，舒缓教师心理
压力。建立健全教职工疗休养制度，组织教
师开展一年一次的疗休养活动。同时要依
托工会组织，加强资源对接，拓展服务渠道，
积极开展各类文体、惠师服务等暖心活动。

为缓解教师的身心压力，余姚各地各校
近期组织了不少活动。余姚市城南小学的
校园教职工足球赛在初冬的暖阳中顺利揭
开帷幕，并持续了两周时间。在紧张忙碌的
工作之余，教师们以饱满的热情参与到比赛
中，既是身体与精神上的自我放松、自我调
节，也增添了团队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余姚
市临山镇中心小学工会举行了“健康快乐跳
起来”教职工1分钟跳绳比赛。

类似的场景在其他区县（市）的学校也
同样上演着。

此外，《指导意见》还就落实课后服务补
助、切实减轻教师负担、完善评价考核机制
等作出具体要求。比如，把教师参加课后服
务实际作为职称评聘、绩效工资分配、奖励
表彰的重要参考，提高教师参与课后服务工
作积极性，引导广大教师高质量完成课堂教
学、课后服务和其他各项工作任务。

通讯员 余晶晶 田荣华 记者 王伟

工作时间太长？
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

《指导意见》提出，各地各
校要推进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支持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申
请选择调休，保障教师必要的
休息时间，尤其要关心家庭照
顾任务较重、上班距离较远的
教师。

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当
天没有安排课后服务工作的，
可以适当提早离校，当天有课
后服务任务的，早上可以适当
推迟到校。学校要科学规划，
安排好课程教学和日常工作，
确保参与课后服务的教师有
实行弹性上下班空间。

各地各校可探索课后服
务时间“储蓄制”，将课后服务
时间折算成时间积分，用于本
学期内兑换假期。可根据实

际，探索实施“无理由休假”
“关爱假”等，灵活安排教职工
工作休息时间。

这个学期，我市部分学校
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

镇海区仁爱中学为班主
任、额外承担兴趣小组教学的
教师安排了每周弹性坐班半
天的措施，这两类教师只要在
协调好课务和学生管理的情
况下，可申请两小时外出假。

镇海区骆驼实验学校是
九年一贯制学校，在综合考虑
教师的实际工作时长和工作
强度，征求多方意见后，决定
每月给每位教师发放“无理由
休息券”。教师在自主换课或
由年级组组长统一调课后，到
教务处审批和报备，就可以使

用“休息券”。
鄞州区塘溪中学也探索

推出了教师“无理由调休”制
度，缓减教师身心压力。“‘无
理由调休’很人性化，让我们
在做好工作的前提下可以处
理自己的事情。”塘溪中学数
学教师俞丹盛因参加孩子班
级的活动，享受到了“无理由
调休”的便利。

慈溪市横河镇教办为全
镇近400名参与课后服务的
教师建立了课后服务“时间银
行卡”，鼓励教师把参与课后
服务管理的工作时间积攒至

“时间银行卡”，“时间银行卡”
上的时间可以折算成自由支
配时间，可以用于参加学习、
调休等。

课后服务强度太大？
合理均衡配置师资 整合校外多方资源

课后服务推进过程中，班
主任的工作强度往往比任课
教师更大。另一方面，如果

“1+X”中的“X”部分都由校
内教师承担的话，部分学科教
师的课程压力也会大增。为
此，《指导意见》提出了合理均
衡配置师资、整合校外多方资
源的要求。

《指导意见》提出，各校要
综合考虑教师岗位职责、学科
专业和实际工作量等因素，科
学统筹、合理安排课后服务师
资，避免课后服务工作量过于
集中到班主任等部分岗位或
部分学科教师身上。

学校可探索建立AB岗
制度，方便参与课后服务的教
师应急调整、交替轮岗。要完
善班主任选配工作，可配备副
班主任，合理界定正副班主任

职责分工及相关待遇，统筹做
好班级管理工作，避免因弹性
上下班产生班主任缺席班级
管理的问题。

鼓励各地各校采取购买
服务方式，引入社会资源，加
强课后服务工作，减轻校内教
师过重工作负担。各地各校
可根据学生需求和课程设置
需要，聘请专业院校教师、退
休教师、体育教练、文艺科普
工作者、“五老”人员、能工巧
匠、“非遗”传承人、家长讲师
团成员、大学生和社区志愿者
等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校内课
后服务。可探索引入非学科
类教育培训机构承担部分课
后服务，扩充课后服务师资队
伍。

在这方面，慈溪团市委、
慈溪市教育局等部门联合推

出了“青轻课堂”课后服务计
划，成立了以青年志愿者、青
联委员、青年农创客、爱心企
业家及各企事业单位人员等
为主体的“青轻课堂”讲师团，
课程涵盖急救自护、“非遗”传
承、法治普及、红色教育、农事
体验、科学普及等六大主题，
旨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协
同育人合力，将放学后教育的

“空白期”提升为培养学生综
合能力的“可为期”，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据了解，目前我市不少学
校的课后服务已经分成了两
部分，一部分由校内教师负
责，主要安排学生完成作业、
教师进行个性化答疑；另一部
分则积极引进校外各类志愿
组织和志愿者，开展丰富多彩
的社团活动。

鄞州区宋诏桥中学引进东钱湖旅游学校专业教师提供课后服务。
镇海区实验小学为教师提供代购菜品

初加工服务。

慈溪市保德实验学校开展教职工文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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