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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下发得非常及时。随着“双
减”政策落地，课后服务以及夜自习
的开展、开设，中小学教师的工作任
务更加繁重，压力也随之加大，为保
护广大教师的身心健康，非常有必要
下发一份减负清单，减轻教师的额外
负担。

我所说的额外负担，包括应付评
比考核、填报各种报表、承担与教学
职责无关事务的各种摊派等，分散
了他们的时间精力，使教师不能安
心从教。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由来
已久，要求减轻教师负担的呼声很
强烈。

去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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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教师减负，首次
提升到国家高度。随之，全国各省份
纷纷跟进，陆续出台减负清单，让教
师看到了减负的希望。

现在减负的“尚方宝剑”有了，但
这把“宝剑”够不够锋利，会不会高高
举起，轻轻落下，关键还要看清单中
的每一项能否都落到实处。

检视15项清单，其他几条落实起
来难度不是特别大，只要各地党委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决心够大，用常规
的行政手段可以落实下去，难的是最
后一条，即严格规范教育教学业绩考
核。文件规定，各级党委、政府不得下
达升学指标或以升学率考核下一级

党委和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和
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
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
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
奖励教师和学生。

教师的最大压力来自哪里？来自
业绩考核。这种压力主要体现在精神
压力上，而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始
终。而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图省事、简
便，往往把“升学指标”作为最主要甚
至是唯一的考核标准，来评价一个教
师一个阶段的教学业绩，可想而知，
这种单维度的考核标准给教师造成
的压力有多大。

其实不得以“升学指标”考核教
师已经提了多年，早在2009年国家就
提出了不得以“升学指标”考核教师，
但是说归说，做照做，明的不做，暗地
里做，或者换一种方式做，总之，变化
不大。

减轻教师负担需要抓牛鼻子，要
从改变考核标准和机制入手，趁此次
清单下发的时机，改革把“升学指标”
作为主要评价标准的办法，建立更加
合理、多元的评价体系。譬如，突出

“师德师风”的考核，把“师德师风”作
为第一指标；将任课教师每学期对每
个学生学业述评情况纳入考核内容；
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将家校联
系情况作为教师考核重要内容等，如
此，才能从根本上减轻教师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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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负清单 恰逢其时

中央决策部署减轻学生作
业负担和课外培训负担，显然不
是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因
此，落实“双减”需要广大一线教
师专注课堂教学 、致力课后服
务，繁重的工作任务压得老师们
疲惫不堪。

老师作为教育活动的主导
者，他们的生理、心理状态会直接
传导到教育教学活动中，进而影
响学生学习和成长。聚焦教师立
德树人、教书育人的主业主责，切
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让他们
潜心教书、静心育人，这是党中
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围绕
教育改革推出的重磅举措。

这两个文件的出台，让宁波
全市中小学教师备感温暖，深切
感受到市委市政府关心教育、关
爱教师的殷切愿望。

给老师减负，其实减的是督
查检查评比考核的负，减的是与
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事项的负。
因此真正要把这些“负”减下去，
关键还是要看各级政府和教育行
政部门，是不是尊重教育之基本
规律，是不是聚焦教师的主业主
责。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把教师减

负这项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不妨每年晒一晒“教师
减负 15 条”落实情况：督查检查
评比考核事项总量和频次到底有
多少，社会事务进校园活动到底
有几项，有没有向中小学校和教
师摊派与教学职责无关事务等
等。让广大一线教师真正体会到
减负的实效性和获得感。

落实教师减负，落脚点还是
在学校。只有老师在学校的教育
工作中真正安心、舒心，给教师减
负才能真正体现出价值。所以各
校要建立“一校一案”落实机制，
立足学校实际，把落实教师减负
和深化“双减”工作关心关爱教师
列入重要议程，创设各种条件为
教师提供暖心服务，努力将温暖
直送教师心怀。

2021年底，一份清单、一纸文
件，犹如冬日的和煦阳光，为奋战
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带来信心和力
量。同样，他们也一定会将这份关
爱转化为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追
求。正所谓：人对了，世界也就对
了。教师好了，教育也就好了，学
生也就好了。

翁飞霞（北仑区淮河小学）

为深入贯彻“双减”工作要求，加强课后服务教师待遇保障和教师工作
生活中的人文关怀、组织关爱，日前，中共宁波市委办公厅、宁波市人民政
府办公厅印发《宁波市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宁波市教育局同时印发《关
于深化双减工作加强教师关心关爱的指导意见》，就实行弹性上下班制度、
合理均衡配置师资、保障教师身心健康等方面提出具体意见。

（本报今日A04、A05版）

“双减”政策落地后，作为“双减”
政策落地的排头兵和执行者，教师的
身心健康决定着“双减”工作的最终
成效。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保障教师身心健康，近期，从中央到
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教师减负清单”，
就像一阵春风，吹遍大江南北，吹到
一线老师的身上。

“教师减负清单”如何做到叫好
又叫座？笔者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和
学校需织密减负的筛子，这对教师减
负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学校既从事教育教学工
作，也参与一部分行政管理工作，亲
身感受到教师的负担与学校的负担
既有捆绑性又有叠加性。随着智能手
机的普及，各种工作群、公众号和App
应运而生，上级管理部门不分时段推
送、强制参与的活动、紧急完成的报
表等首先下发至学校层面，学校只能
按部就班继续分配给一线教师，此乃
捆绑性。一些活动不仅要做，还要做
出特色，做出亮点，做出花样，不然就
显得工作不尽心、不敬业。比如，9 月
份的新生入学仪式，寒假后第二学期
的开学仪式，穷尽一切博人眼球，如
此一来，学校就只能“加码”分配给一
线教师或一线班主任，此乃叠加性。
工作任务既捆绑又叠加，一线教师无
疑“压力山大”。

面对既捆绑又叠加的教育内外

的任务，一线教师迫切需要一份更细
致更具体的减负清单，比如对“减少
或者拒绝社会性事务”，要标出来，说
明白。一线教师还需要切实有效的真
心关怀，如金华市浦江县龙峰国际学
校工会面向全体教师，从关爱教师身
心健康入手，先后推出了多条关爱举
措，有“专家引领，轻负提质”“家庭晚
餐，便利教师”“职工之家，温暖小家”
等。有了这样的具体措施，教师正常
的教育教学活动和身心健康自然能
得到保障。

另外，县区教育管理层面和学校
层面需分别建立健全教师“减负清
单”制度，保障“教师减负清单”温暖
落地。学校的任务是由教育行政部门
分配，教师的任务是由学校安排，那
么教师减负的直接着力点就应该落
在学校，学校减负的直接着力点就应
该落在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所以，笔
者认为，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
织密减负的筛子，从直接着力点出
发，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动作为，由学
校管理者积极推进，要拿出像处罚从
事“校外培训机构”老师的力度一样
来对“减负清单”明令禁止还视而不
见、明知故犯的行为予以追究，才能
让教师“减负”叫好又叫座。只有这
样，学校才能从容公转、有序自转，教
师方能潜心育人、身心健康。
邬晓耀（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需织密减负的筛子 有了文件的温度

还要有执行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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