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名四年级孩子的家长，我的内心也跟
大家一样，既有因减负后学校生活变得纯粹的欣
喜，也担心“减负”带来的负效果“减质”。

这种对现状的欣喜和对未来的焦虑，交织在
我们80后家长的心里，让我们对“减负”既欢迎又
不安心！学校的事情，学校做。我们家长要在如何

“减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承担好家庭教育的
重任？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是陪伴。这里所说的并非简单意义上的
“在身边”，而是高质量的陪伴，是真正可以走进孩
子内心的陪伴。减负后，孩子有更多空余，家长可
以陪伴孩子多进行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对孩子
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困扰进行有效引导，关注
他们的内心想法，在陪伴中，寻找沟通之道，成为
孩子的朋友。

其次，要尊重。减负后，老师轻装上阵，教育逐
渐回归本质。在家庭教育中，我们也要跟随现代教
育步伐，尊重孩子，俯下身，从孩子的角度看世界。

尊重孩子的情绪表达，尊重孩子不同的个性和喜
好，尊重他们探索世界的实践。这样的尊重给孩子
自由的空间，有利于培养孩子独立的人格，让孩子
成为自己！

还有，与孩子携手共进。家庭教育中，家长要
把教育的眼光放长远，鼓励孩子在实践中创新思
维，在参与中认知社会，在合作中认知自我和同
伴，学会尊重和爱惜生命。在此过程中，家长也要
多学习，多思考，与孩子携手共进，跟上孩子成长
的步伐，成就孩子终身的发展。

“减负”是一场深刻的教改，它是由应试教
育向素质教育转轨的重要举措。所以我认
为，减负下的家庭教育并不是对孩子成
长放任自流，而是以更加积极努力
的姿态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家
长需要更新家庭教育理念，换
一种教育方式跟随孩子的
成长步伐。

家长如何在“减负”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卢慧琼（作者系学生家长）

不光要减面上的“负”
也要减心里的“负”
庄开刚（作者系龙赛中学校长）

为教师减负的“意见”发布，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
大好消息。这是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精
神的具体举措，是全社会尊师重教的具体体现。

所谓教师负担过重，指的是教师的非教学任务过重，
导致教师身心疲惫，职业倦怠，职业幸福感不强，教育教
学效益差，更严重的是导致师生关系、家校关系紧张。

减轻教师负担，这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需要全盘
规划，我认为至少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去考虑。

宏观上减负，就是希望地方各级相关管理部门，严格
按照“意见”要求，规范和减少各类检查评估，规范和减
少各类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统筹规范精简相关报表填
写工作。

中观层面减负，就是要从学校管理者的工作着手。从
学校层面上讲，学校管理者无法改变，也无力改变上级相
关部门的工作任务与工作要求。我们认为，教师负担过重，
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主观感受。因此，从学校层面
上讲，为教师减负的工作着力点，主要在教师的主观感受
上减负。首先，学校管理者特别是校长，要尊重教师，尊重
教师的个性特长，学校领导重在检查，不过多进行批评与
指责。教师的工作是带有强烈专业性的，而校长并不是全
知全能。所以，不可以随便指手划脚，应该允许教师有不同
的教育教学风格。校长能做的唯有尊重和激励，充分发挥
教师主观能动性。二是要关心教师。这种关心，不止在教育
教学工作上，还包括个人感情生活、孩子与家庭，尽可能地
为教师生活排忧解难。理解教师难处，学校尽可能地创造
条件，为提高教师生活质量服务。三是要减少与教学无关
的评比与考评。作为校长应该明白，学校工作有时候也要
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剔除与教育教学关联不大的考评，
加大对教育教学的实质性评价占比。制定合理的评价标
准，精简繁冗，注重实效，摒弃形式主义。四是要针对当前
较重的教师培训与提升压力，进一步提高培训效率与实
效，让教师能真正从培训中得到好处。

微观减负，就是要求教师从自身个体着手减负。一是
教师要用积极的心态理解各自所担负的工作，充分认识
教师工作的重要性。二是要真正理解与落实科研兴教工
作，不把教科研作为一句口号或装饰品，要用科研的眼光
来审视日常工作，把日常教学工作当作科研的老师，往往
不容易出现职业倦怠，往往能从一般工作的问题与难题
中找到研究的乐趣。这样的老师更偏向寻找教育教学问
题，至少不会去刻意回避问题，即便遇到所谓差生，都不
会抱怨，不容易情绪化，而是以一种研究的心态去做教育
教学工作，把对个别特殊学生的教育工作，当成一个具体
案例来研究。以研究的心态去从事工作，把工作当科研，
把科研当工作，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减轻教师负担感，增强
职业幸福感。从而，在主观感受上，减轻教师的负担。

静能生慧，慧生则事成。校园也好，教师也罢，最需要
的是宁静、守恒，如果天天心浮气躁，烦事缠身，很难做
到静心教书，潜心育人。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这三个
层面统筹协调才能真正减轻教师过重的负担。希望这次
中央给教师的“减负”能落到实处，开启一个教师静心教
书、潜心育人的新风貌。

对教师来说，有“减”也必定有“增”。“减”的是
多余的负担，“增”的是教书育人的服务“质量”。

“减负”不忘“提质”，是我们教师的新担当。
作为鄞州区基层教师，我切实感受到区里“减

负”与“提质”并举的种种举措。
说“减负”。
教师“减负”离不开制度的有效落实，离不开

工作的合理安排，也离不开家校合力。
我们学校遵照区教育局要求，严控“非教育

类事项”“各项 APP”进校园。一年来，没有其他
单位转嫁过来的各类宣传、推广、统计、调查等
工作；也不要求家长填报各种与教育无关的表
格或参加无关活动。校内各项工作，各中层领导
会相互整合，在开学初工作会议上作具体要求，
老师们按进度完成，上传自己的教学资料，作为
共享资源即可。说实话，我们的时间都花在分内

事上。因此，校园内教学环境清静，教师、家长都
心系教育教学，着眼孩子成长发展，没有被额外
事情干扰。

谈“提质”。
这一年，我们的教育服务明显“提质”。比如，

妥善安排放学后“托管”服务，让家长安心；在教室
内设置“彩虹标尺”调整课桌椅高度，带学生去医
院进行视力检测等，于细微处助学生健康成长；启
动“名师，名校长，名班主任”培养工程，辐射引领
全区教师队伍的专业成长，在成就更多教师的同
时惠及无数学子……我们一线教师，在点点滴滴
的参与中积极感悟，努力把走深、走心、走实的服
务质量落到每一个孩子身上。

2020年，我们一定坚持守正创新，“减负”之余
不断加强内修，提升教学水平，为更多鄞州学子的
幸福人生奠定基础！

“减负”不忘“提质” 我们教师要有新担当
吴望舒（作者系宁波市骨干班主任）

有统计显示，国内中小学教师每周平均课时
为 16 节，每周教学时间为 12 小时，每周工作时长
54.5 小时。但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国内老师在从
事与课堂教学相关的时间，仅占总工作量耗时的
22%，留给老师做“正经事”的时间严重不足。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
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的出台，要求社会各界
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为减轻中小学
教师负担，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环境。

教师只管抓教育，这是“意见”的核心意见，各
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千方百计为教师松绑，排除外
来干扰。比如要完成某个部门的点赞任务，这跟教

育有什么关系？比如关注某个非教育部门的公众
号，这对育人有什么帮助？还有无数类似的与主业
无关的案头工作，让老师疲于应付。

为教师减负，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如何落实？
这需要行政部门设立“防火墙”，设一道排除外部
干扰、让教师们安心教书育人的防火墙；同时，要
给予教师一份“任务清单”，非清单上的任务，老师
们有说“不”的权利。

希望“意见”的出台，能让教师全身心投入到
教书育人的工作中去，使教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
平地惠及全社会有充分的保证。

教师只管抓教育，与教育无关的，就算了吧。

教师只管抓教育，与教育无关的就算了
郑建钢（作者系时事评论员）

2020年1月7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吴玉涵 审读：李秀芹
金评教育 现代金报 A03ducationEE

漫画漫画 严勇杰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