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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已成为社会各界共
识，办人民满意的普通高中，绕不过高考
这个弯，因为人民群众对高考充满无限期
待。既然如此，普通高中就要勇往直前地
做好高考这篇大文章，而不是顾左右而言
他。

那么，是不是只盯着高考分数呢？从新
高考的“科学选才”初心来看，意在运用多
种方式选出不同类型的人才进入各个层次
的大学，所要考查的是学生核心素养是否
达到大学与社会的要求。也就是说，普通

高中要在育人上下功夫，而不是在育“分”
上走极端。当然，育人不是不要分数，而是
通过并借助高考将分数落实到人才质量
上。

对于人才质量，不同类型与层次的普
通高中所要达到的规格，应该与生源质量
相匹配。一方面，每所学校基于校情与学
情，设定人才培养目标，开发学生的潜能，
使之成为最优的自己。另一方面，校际之
间的人才质量应该趋于平衡，即质量相当
的生源进入水平相当的学校，通过高考的
洗礼，进入同批次大学的人数及其比例应
该是差不多的。这也是学生家长对孩子成
才最朴素的诉求。

如此诉求，要通过提升学校的课程、教
学、教师与管理质量来实现。课程天生是
为儿童服务的，关键是如何围绕人才质量
规格，对 2020 年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进行校本化处理，开发出适应新高考的课
程门类与内容来，比如怎样充分利用14个
学分的校本课程为学生选科和兴趣发展
服务。

高质量的课程，离不开有效教学。教
学的有效性主要体现在所教的课程内容
是否真正转化为学生所知、所能、所会，
关注学习的达成度。当以学习为中心的
教学成为一种常态，比如为深度学习而
教，为学生设计校本分层作业，运用人工

智能服务学生学习，基于学业质量标准
进行学习评价，教学质量就有了保障。

课程也好，教学也罢，教师是关键力
量。靠一个个名师成就教师质量似乎已不
可取，由一个个名师引领的教研团队促进
教师发展才是王道。教研文化建设也就成
为学校的必修课，从教而不研走向教研相
济，从合而不作走向分工合作，从经验分享
走向知识共享，从坐而论道走向起而行道。

上述这些质量的提升，均需管理保障，
管理不到位，则会事倍功半。新高考新课
程新教学管理的核心在于正确处理好学生
需求与分班、选科、走班的关系，学生入学
之初一次性分好不同层次的班，还是在过
程中通过评价逐步调整，让学生任意选科
组合，还是基于大学的专业要求提供必要
的组合让学生有限选科，只有选科后才走
班，还是全面推进分科分层走班，这些问
题都要立足绝大多数学生取胜高考的大视
野来思考，而不只是为了拔尖。校长作为
管理的首席，从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如果
校长能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执念去经营学校，把教育当事业做，把
课程当专业做，把领导当服务做，“管理出
成效”也就有了可能。

当普通高中肩负起高考育才的社会责
任，五质（量）并举，多管齐下，才能赢得高
考，回应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临近岁末，一纸重磅文件让湖南的中小
学教师们松了一口气。近日，中共湖南省委办
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印发《湖南
省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清单15条，剑指中
小学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11月23日《潇湘晨报》）

出台“减负清单”，就是把涉嫌形式主义
和官僚主义的各种强加于一线教师的过重负
担进行削减，重点清理针对中小学校和教师
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严格控制总量和
频次，确保相关事项在现有基础上减少 50%
以上。

按照“减负清单”要求，该省还明确规定：
“如中小学课程已有类似内容，可根据实际需
要合理融入教学安排，不准重复安排。”很明
显，如果“减负清单”落实到位，一线中小学教
师身上额外的工作负担将大大减轻甚至取
消，不管是对教师个人，还是对于教育教学管
理，都不啻是一个福音。

一线教师的主要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坚
守和回归课堂也是教师履行上述使命与责任
的根本基础和前提。但现实中，很多一线教师
除了要完成上述任务之外，还面临着诸多额
外压力与负担，比如各类繁琐的报表、统计，
各部门组织的活动和各类“进校园入课堂”工
作任务落实，各种拍照留痕、台账记录、工作
笔记、上传场景甚至是订阅 APP 等有明确考
核检查指标的临时工作等，不少教师手忙脚
乱，不仅需要贴上课余时间，甚至一些临时性
应景性任务还会让教师不得不暂停和中断教
书育人工作来疲于应付。这些现象和行为，不
仅容易导致一线教师分散精力、远离课堂，一
些应景检查考核的表面文章，更涉嫌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在教育系统魅影重现，不仅会

普通高中必须向高考要质量

不吐不快

教师减负需要“清单”
更需要“说不”的权力

导致一线教师偏离主业主责，更严重影响教
育教学管理成效和质量提升。从这些角度而
言，专门出台“减负清单”，对于减轻学校和教
师额外过重负担进而回归课堂并腾出主要精
力抓好教育教学而言，确实意义深远而积极。

“减负清单”意义积极，成效可期，但要想
真正落实到位，除了全面落实“清单”要求，彻
底纠正加重基层教师负担的行为之外，还要
赋予一线教师“说不”的权力。也就是一线教
师能对不属于主业主责的各种额外负担，有
拒绝的底气和相关制度支撑。

现实中，一线教师面临的各种额外负担，
大部分来源于上级有关部门以及自上而下的
层层加码要求。在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中，身
处基层的一线教师只能陷入被动接受的尴
尬。在这样的情形下，恐怕即便有“减负清单”
也是形同虚设，谁会冒着违背上级要求的风
险去拒绝不合适和强加于教师的各项任务要
求呢？同时，对于各类下达的考核任务要求而
言，很多都不会简单地冠名形式主义和官僚

主义的名目出现，一些工作任务还会打着为
了孩子和推动教育健康发展的名堂而来，这
些工作任务和要求是不是额外负担和违背

“减负清单”要求，恐怕只有置身事中的当事
人和任务指向人一线教师才最有发言权。因
此，如果一线教师没有能“说不”的拒绝权力，
意义再积极的“减负清单”也会流于无形。

要想让“减负清单”落到实处，真正成为
一线学校和教师减负的屏障，除了不折不扣
执行到位之外，还要让一线教师对额外工作
任务有“说不”的权力，有关部门可以配合“减
负清单”的实施，建立教师过重负担公开举报
投诉机制，并定期对教师负担落实情况开展
调查研究，专门听取一线教师的意见建议，还
可以采取每年评选加重教师工作负担案例等
方式，让教师能真正地对减轻负担有话说，能
说话，能评价，这样才能真正减轻一线教师的
不合理负担，让其真正投入和聚焦教书育人
的主业主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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