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
答：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各地深入开展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
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以下简称“双减”）工
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现在义务教育最突出
的问题之一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
功利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是学生作
业负担仍然较重，作业管理不够完善；另一方
面是校外培训仍然过热，超前超标培训问题
尚未根本解决，一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
资本过度涌入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培训机构

“退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有发
生。这些问题导致学生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
过重，家长经济和精力负担过重，严重对冲了
教育改革发展成果，社会反响强烈。党中央对
此高度重视，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战略高度，对“双减”工作作出了重要决策部
署，要求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和对待，从体制机
制入手深化改革，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
健康成长。

问：“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什么？
答：“双减”工作的总体目标分为两个方

面。在校内方面，使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服务
水平进一步提升，作业布置更加科学合理，学
校课后服务基本满足学生需要，学生学习更
好回归校园。在校外方面，使校外培训机构培
训行为全面规范，学科类校外培训各种乱象
基本消除，校外培训热度逐步降温。

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
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教
育质量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教育满意度明
显提升。

问：如何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答：一是减少作业总量。通过健全作业管

理机制、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合理调控作业结
构、建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坚决防止学生书
面作业总量过多。二是提高作业质量。通过系
统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素质
教育导向的基础性作业，布置分层作业、弹性
作业和个性化作业，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
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三是强化教师
职责。通过教师切实履行好作业指导职责，指

导小学生在校内基本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
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并及时做好反
馈、加强面批讲解、做好答疑辅导，不得要求
学生自批自改作业。四是减轻家长负担。布置
作业或批改作业属于学校教育的范畴，所以

《意见》要求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
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不给家长
增加额外负担。

问：如何进一步提升课后服务水平？
答：《意见》对加强课后服务提出保证服

务时间、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渠道等明确
要求，旨在增强学生和家长的幸福感、获得
感、安全感。一是解决家长上班时间无法接送
的后顾之忧。延长课后服务时间，课后服务结
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
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二是满足学
生个性化需求。既可以通过课后服务时间指
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又可以对学习有困难
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还可以为学有
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另外，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
小组及社团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生活。三是
拓展课后服务资源。课后服务通过聘请退休
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
供，组织区域内优秀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
学校提供服务，并充分发挥社会资源，发挥好
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
课后服务中的作用，让学生享受到更多优质
的课后服务资源。四是加大对课后服务教师
和人员的激励。通过统筹核定编制，配足配齐
教师，使学校师资得到充足保障。通过制定学
校课后服务经费保障办法，将课后服务经费
主要用于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人员的补
助，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加强对参与课
后服务教师和人员的激励。

问：如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确保学生在
校内学足学好？

答：一要扩大义务教育优质资源。推进均
衡发展，缩小城乡、区域特别是同一区域校际
差异，对于减轻学业负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同时，做强做优免费线上学习服务，提
供高质量的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学
科的学习资源，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率

和覆盖面。
二要提升课堂教学质量。课堂是教育教

学的主阵地，要向“45分钟”要效率。《意见》要
求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理规程，提
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学校要开齐开足开好
国家规定课程，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
做到应教尽教。

三是降低考试压力。《意见》要求学校不
得有提前结课备考、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
试排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呈现实行等级制，降
低学生的考试压力。

四是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教师
校外有偿补课虽是个别不良现象，但严重影
响了教师整体形象，必须采取“零容忍”态
度，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健全教师日常监管
机制，完善教师师德师风考评体系，不断提
高教师职业素养。《意见》要求加大教师校外
有偿补课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直
至撤销教师资格，形成警示震慑，切断课外
违规补课等经济链条。同时，严禁校外培训
机构聘用在职教师，一经发现，坚决吊销办学
许可证。

问：为什么选取一些地区开展试点工作?
试点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什么?

答：“双减”工作牵涉面广，十分复杂，为
此选取北京、上海等九个地区作为试点。一是
因为试点地区影响相对较大，关系全局成效。
二是因为试点地区开展“双减”已有一定的工
作基础。三是先行先试有利于降低改革成本，
通过部分地区的试点工作，可以积累经验、发
现问题，为后期在全国逐步推广提供可借鉴、
可复制的先进经验和典型案例。

试点地区在全面落实“双减”工作要求的
基础上，主要针对以下三方面问题进行试点。
一是对现有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要全面
排查，重新审核登记，解决过多过滥的问题；
二是可探索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参与课后服务，由教育部门负责组织遴选，供
学校选择使用，并建立评估退出机制；三是强
化培训收费监管，将学科类培训纳入政府指
导价，通过第三方托管、风险储备金等方式，
对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进行风险管控，预防

“退费难”“卷钱跑路”等问题发生。

据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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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重磅发文
减轻义务教育阶段负担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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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学校要完善作业管理办法，加强学科组、
年级组作业统筹，合理调控作业结构，确保难
度不超国家课标。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
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

●学校要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
书面作业，可在校内适当安排巩固练习；小学三
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
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坚决
克服机械、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

●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
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

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
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
班制”。

●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
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

●各地不再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类培训机
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原备案的线上
学科类培训机构，改为审批制。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要对已备案的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全
面排查，并按标准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
禁资本化运作；上市公司不得通过股票市场融
资投资学科类培训机构，不得通过发行股份或
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学科类培训机构资产。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培训
机构不得高薪挖抢学校教师；从事学科类培训
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

●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培训
机构融资及收费应主要用于培训业务经营，坚
决禁止为推销业务以虚构原价、虚假折扣、虚
假宣传等方式进行不正当竞争，依法依规坚决
查处行业垄断行为。

●学校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提高难度、加快
进度；降低考试压力，改进考试方法，不得有提
前结课备考、违规统考、考题超标、考试排名等
行为。

●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学，做到应教
尽教；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
区域内初中的比例，规范普通高中招生秩序，
杜绝违规招生、恶性竞争。

据新华社

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 深入推进“双减”工作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