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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有关“双减”的传闻广泛流传，给
公共舆论和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扰动。在此语
境下，教育部发声回应关切，对于澄清事实、释
放信号、引导预期，都是很有必要的。当然，吕玉
刚司长的此番表态，更多还是属于笼统的、原则
性的，并未直接谈及公众最为关心的、引起最多
讨论的那几则“双减”措施传言。这种既不证实
也不证伪的话语姿态，很是耐人寻味。大基调已
定，具体实施细则的出炉，大概率为时不远。

所谓“双减”，并不是新提法。然而直至最
近，随着某些具体的措施被传出，“双减”才真正
由虚而实，显露出了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双
减”是对以往“校内减负，校外加负”畸形格局的
一次修正与纠偏。一直以来，公立学校系统都在

“减轻学生负担”，而从现实反馈来看，这在一定
程度上相当于是“把学生们往教培机构赶”。后
者承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转移”和“需求转
移”，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做大做强，时至今日，已
经成长为具有支配力的庞然大物。

在教育竞争、教育焦虑客观存在并愈演愈
烈的今天，唯有“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
训负担”齐头并进，才可避免把教育阵地“拱手

予人”，才可抵制教育产业化对于教育公共性、
公益性的蚕食。必须充分警惕的是，现如今“校
外教培机构”已化身有通天之能的利益集团，它
们是“第二教育部”，兜售恐慌、煽动情绪、洗脑
带节奏，在家长群体中间俨然成为“权威”。若是
继续放任其无序坐大，必然加剧内卷，丧失教育
和舆论的双重主导权，最终引发系统性失控。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名曰“双减”，但绝不可
简单理解为是“各退一步”，而必须契合实际情
况，体现为“有进有退”“此消彼长”。吕玉刚司长
强调，“进一步强化学校育人主阵地作用”“学校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保障课后服务供给”。换
言之，就是公立学校要加速发展，发挥更大作
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只有校内“吃得饱”，
才不必校外去“加餐”。“课时少”“放学早”，不必
然是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最低要求，是对学生
负起应尽责任，而不是推给市场。

“双减”，该减的减，该加的加。减掉的是全
民“教培”的经济压力和精神焦虑，加上去的应
是公立学校的服务内容、教学质量。让教育回归
理性、回归本源、回归纯粹，这才是全方位的“减
负”。 然玉

教育部推动“双减”
焦虑的家长们也该动起来

宁波市镇海区现有1200多名幼师，男
老师仅28名，占比2.3%。如何发挥男幼师
的作用，镇海区教研室出了一新招：组建

“幼教男团”。日前，成立仪式及第一次研修
班在镇海区启迪幼儿园举行，让男幼师们
有了一种找到家的感觉。

（本报今日A05版）

“幼教男团”完整的提法是：男幼师成
长联盟。成立联盟的目的，旨在提升男幼师
的执教水平，增进他们的归属感。为什么幼
儿园里女老师多，这是由学前教育的特性
和职责决定的，但男幼师也有自己的强项，
譬如遇事果断，有胆魄，沉稳干练，富有阳
刚之气等，男女幼师如能形成互补，则会大
大促进幼儿健康成长，提升整个学前教育
水平。

但受制于诸多客观条件限制，长期以
来，从事学前教育的男幼师很难找到归属
感。中途跳槽，屡见不鲜。如此一来，就形成
了恶性循环：随着男幼师的不断流失，本来
就极不合理的性别结构更加失衡。

所以，无论从提高男幼师的执教水平，
稳定幼师队伍，还是对幼儿的成长而言，组
建男幼师成长联盟都是必要的，而且也是
迫切的。

作为整个国民教育序列中的初始一
环，学前教育对一个人的终身发展至关重
要，其重要性已被政府、社会、家长充分认
识。今年年初，宁波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关
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实施意
见》，从管理体制、小区配套、师资建设等方
面，对宁波市学前教育规范发展做出了具
体部署，绘就了一张宁波学前教育的发展
蓝图。学前教育大有希望，男幼师们，你们
的选择很光荣，前途光明。

希望 28 位“团员”能借助联盟平台，努
力提升执教水平。要把联盟当做自己的家
园，制定活动计划，定期开展教研活动。除
了男同伴之间相互取经学习外，还要虚心
向女幼师学习，甚至可以向中小学教师学
习，取长补短，在发挥男性特长的同时，汲
取借鉴女幼师的优势强项，提高自己的综
合能力，真正把联盟打造成“研究的平台、
成长的阶梯、展示的舞台、辐射的中心、精
神的家园”。

王学进

持续推动“双减”
把教育主阵地重新拉回校内

给学生减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也是
个常说常新的肥皂剧，因为每年谈到这个话题
时，家长们都会有新的诉求纳入其中。在前几
年，一提起给学生减负，一些家长就会抱怨说其
他家的孩子都在上课外培训班，如果自己的孩
子减负就等于自愿降低了起跑线。

因此，这些家长一边喊着要为孩子减负，另
一边心里又感到空虚无比，因为大家都怕，自己
的孩子减负轻松了，其他孩子却补课加压领先
了。所以，当学校真的给孩子减负的时候，一些
家长在心里反倒不情愿不自在起来，成了大家
排遣不掉的共同焦虑。

近几年，学校在课外作业上给孩子们减了
很大的负，这翻一翻学生的课本就可明显地感
觉到。然而，在这种客观向好的减负环境下，家长

们为何还是心里没底？根本原因就是在自己的小
角度上想得太多太多了：一方面，不上校外培训班
吧，怕自家孩子被落下；另一方面，支持学校减少
课外作业吧，又怕别人家的孩子领了先。

因此，就现在来说，给孩子减负并不是真正
的问题，因为学校很努力，也实实在在地减了，
并且还在继续探索更科学的减法。而现在真正
的问题，倒是该轮到如何给家长们减负了。

家长们该怎样给自己减负？其实，“药方”从
来没变过，那就是要将孩子的身心发育放在首
要位置，与此同时，还要确立正确的教育观和成
才观，这样内心达到平衡了，也就是给自己减负
了。当家长们实现了对自己的减负，孩子们自然
也就轻松了。

马进彪

今日金评

近日，开展义务教
育阶段减轻学生课业负
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的
消息引发社会关注，教
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
玉刚3月31日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今
年教育部把“双减”工作
列入重点工作任务。将
对校外培训机构从严审
批，强化培训内容监管，
创新收费管理方式，规
范培训行为，严肃查处
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与
此同时，进一步强化学
校育人主阵地作用，切
实减轻学生的校外培训
负担。义务教育学校进
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保
障课后服务供给。

（本报今日A03版）

实现学前教育发展蓝图
需要更多“幼教男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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