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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区一所公办学校的校
长告诉记者，学校从7月 3日开
始就向学生教学资源开放，有需
要的学生可以申请前来学校学
习，学校每天安排了老师值班进
行管理。这样，可以一定程度上
减少家长因为家里没有好的学
习环境而把学生放培训班的情
况，缓解部分家长焦虑情绪；同
时也为学生们创造一个相对好
的学习条件。

对于这次的“双减”政策，这
位校长认为，是痛击了现在的教
育痛点和难点。现在中小学生的
整体负担确实过重，学校减负校

外加负的现象一直存在，此次政
策如果执行到位，那么义务教育
有望迎来一个新的格局。“对于
政策，作为校长肯定是支持的，
不过也要考虑到以后老师们的
负担问题。”

关于公办初中晚自习，这位
校长表示，等区教育局出台具体
文件后，学校会做好下一步安
排。不过，他说自己已经开始考
虑了，毕竟这涉及到很多具体操
作上的事情。比如老师的轮班制
问题、一开始是坐班还是巡班
好、晚自习答疑如何安排……这
些都需要提前考虑起来。

学生如何在校内学足学好?
老师弹性上下班如何落实？

公办初中晚自习越来越近了？

教育“双减”
怎么做

师生家长
有话说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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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双减”政
策，毫无疑问地引起了广泛关注。

“双减”政策重点分校内和校外两
个层面。校内方面，要进一步提升学校
教育教学质量，并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
平，使学生学习更好地回归校园。校外
方面，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的培训
行为，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
非营利性；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
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校外培训机
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
寒暑假组织学科类培训。

那么，学校、家长和培训机构又是
如何看待“双减”政策的呢？不妨来听听
大家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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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区广济中心小学校长黄铁成
抓牢师生“课堂效率”很关键

“双减”政策中，如何“大力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确保学生在
校内学足学好”，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课题。个人认为，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着手：

抓牢学生“身心学业”这个
根本，多方携手、言传身教。大力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应在“康强
体魄、纯洁心灵、养成良好的学
业习惯”上坚持下功夫。家长言
传身教、以身作则坚持读书锻
炼，营造良好的家风；教师爱岗
敬业，既教学生学科知识，又着
眼于立德树人，加强学科间沟
通，课内外融合，坚持家校协作，
盯牢学生“身心学业”这个根本，
才能保障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
学校管理更应删繁就简，专注培
育学生的身心素养，专注于学生
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培养，以
期终身受益。

抓牢师生“课堂效率”这个

关键，精准定位，因材施教。学
校教学质量，关键在课堂效率。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精准定位
学生的学情起点，采用合适的教
学方法，如自主、合作、探究等，
合理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等，都
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的要点。其
中，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理念、
教学素养以及身心修养的持续
提高，是前提。

抓牢学校“自主办学”这个
牛鼻子，科学评价、形成机制。确
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基础在
激发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例如，
充分保障学校选择、培育、评价
教师的自主权，进一步发挥评价
这个指挥棒，聚焦“教育质量”这
个重点，削减、精简额外或不必
要的事务，从人财物事等多方面
确保学校和教师能专注在教育
教学事业上，形成机制，才能走
得稳，行得远。

宁波市潘火实验中学校长颜军岳
作业设计习题“五性”很关键

颜军岳第一时间阅读了“双
减”政策全文，关于提升教育质
量，他尤为关注作业等“重锤”举
措。

“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
性化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
作业”是他关注的一个重点。颜
军岳校长认为，学校应当加强教
师队伍的建设，随时调剂学生每
天家庭作业的总量。

这包括，实施课堂教学精细
化管理，带领教师走进有效的课
堂，加强教师“五精”教学常规，
即备课精心、上课精致、训练精
当、辅导精诚、测评精到。教师要

按照教学要求和学生学习实际，
认真备课，精心授课，因人制宜
地选择和布置作业，作业的分量
和难度要适当。

今后，课后家庭作业要更加
精挑细选。建议在作业设计上，
由各备课组统一把关。所设计习
题做到“五性”，即典型性、层次
性、针对性、综合性、多样性，尽
量做到少而精。成绩好的加做选
做题。同时，作业布置要分层，根
据学生个体差异分层布置。针对
每一个学生的学习差异，教师深
入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学情，面批
是最好的因材施教。

镇海一公办学校校长
义务教育有望迎来新格局

老师在指导学生画画。

学生在画画。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