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世界范围看，教师的工作负
担过重并非个例。各国尽力采取措
施减轻教师任务：如英国政府投入
四百万英镑资助实施“改善学校劳
动力探路者计划”；2019年我国出
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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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近20来个
省份出台了教师减负清单，让教师
全身心投入教学。如何让这些利好
政策真正惠及教师群体？需要多部
门协同安排。

（一）厘清责任，拒绝摊派
教师的减负需要上级教育部

门牵头连线。各部门在工作之初便
应该统筹安排，厘清哪些是教学类
任务，哪些是非教学性任务，能取
消的坚决取消，能合并的一律合

并，能简化的不复杂，能共享的不
重复。如确实与教学相关的社会性
事务，也需当地教育部门鉴定，由
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安排，拒绝摊
派。比如“扶贫”“禁毒”“各类征文”
哪些是教师该做的，哪些是教师不
该做的，不是由一个部门直接发
话，而是通过教育部门的核定才能
分派给学校。当然，如果是教学任
务，必然是带着教育的功效，就不
能死搬硬套，可以借鉴英国政府，
他们增设管理人员分担教师非教
学性任务，让教师更专注于教学工
作。

（二）变革俗成，改进创新
上级部门确定下来的统筹任

务或常规要求，也需要学校内部管
理层面协商调节，变革创新，打通

教师减负的最后壁垒。比如，学校
为了减轻教师过重负担，在教师备
课这一要求中，不同情况的执教教
师有不同的要求。第一轮教学时，
人人必备详案，第二轮教学时，可
以备简案，第三轮教学时可以在书
本上做简单批注。这一举措，减轻了
教师的负担，向四十分钟提要求。教
导处联合教科室，在教师撰写反思
上，也做了调整，本来要求一课撰写
一反思，改成一单元整理一反思，不
同年龄的撰写篇数也有不同的要
求。如果教师本年度有论文在CN
刊物发表的免写论文。这样的调整
目的就是减少重复的机械行为，更
有助于教师专业水平提升。

（三）社会参与，优化服务
目前，“5+2”的课后服务由学

校一肩挑，压得老师喘不过气来。
老师们一天至少有十个小时与学
生朝夕相处，而学生除了体育课
与大课间活动，几乎坐在教室里，
这对师生身心发展都不利。课后
服务要求全社会都参与进来，从
有利于或最合适学生个体发展的
角度出发，做好规划和协调，应由
社会、学校、家庭共同承担。如社
会上的热心志愿者，经过教育部
门认同的社会团体等多方力量整
合，丰富和优化课后服务资源；国
家或地方出台法规条例，允许义
务段学生家长按学校放学时间申
请提前下班辅导陪伴孩子，这也
是鼓励优生优育的利好举措。当
然，这些政策也能大大缓解学校、
教师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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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一时间，有人欢呼，有人焦虑 。

与20年前刚入职教师相比，现在的教师不堪重负。“双减”后课后服务又占用了教师大量的

时间。一方面，国家社会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一方面，教师忙于应付，紧张、无力、动力不足导

致教师专业水平的滞后。因此，学校势必要改变教师的“生存之道”，通过“一减一增一引入”，充

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提升发展动力，实现国家社会对学校教师的期望。

“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大家又有何心得体会？近段时间，《明州

教育》专栏联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对此开展论文征稿。经审稿委员会评审，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

文，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绩效工资的实施在学校已有
一段时间，要充分发挥绩效功能，
还存在很大空间。“教好教坏一个
样，教与不教一个样”的“大锅饭”
现象仍有存在。对于教师的工作
进行评价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的
工作。在我国运行尚不成熟，运用
最广泛的便是高校教育。借鉴经
验，要真正提高基础教育教师的
效能必须引入第三方评价，让

“管、办、研、评”分离，从而促使教
育得到公平而又有质量的发展。
借鉴高校经验，基础阶段第三方
评价不妨从以下三点入手：

（一）人员选择——人尽其才
对于第三方评价的人员，当

下也有专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
第三方评价范围更广。本篇讨论
的是为建设教师队伍，因此，评价
的范围又缩小了许多。

学校不妨邀请教育局领导、教
辅室干部、教育界名家，已退休的
老校长、家长中的代表、大数据信
息人员组建成第三方评价团。由学
校制定具体考核细则，由第三方评
价团实施评价。这样保证了评价的
客观性。因为这些人员都不是学校
内部人员，避开了“人情”面，易于
发现问题，有利于鞭笞后进，树立
先进。

（二）量化结合——可靠可信
国内外广泛使用的评价工具

主要有观察量表（CLASS）、自评量
表、学生问卷等，每种工具都有各
自评价的侧重点，各有自己的优
势和缺陷。所以，具体的还要根据
学校的特点修改量表或者自己精
心编制量表。特别提出的是，量表
的制定还可以让老师们参与制
定，因为在制定的过程中，教师会
主动地把目标带入课堂实践中
去。在评价的过程中做到客观公
正，最后用量化和质性分析进行
反馈。

（三）评价跟踪——促进发展
第三方评价其根本的目的是

促进“不得力”的教师，打破“大锅
饭”的局面。因此，第三方评价不仅

是评，更重要的是“促”。在反馈教
师个人的绩效情况后，学校有必要
落实学校各部门进行“帮扶”的行
动，促使该教师改变教学理念，改进
教学方法，不断落实整改措施。而第
三方评价也实施跟踪调查活动，直
至该教师专业水平得到提升。

教师队伍建设需要学校正视
学校现状，坚持以问题导向为原
则，树立问题解决意识，将工作做
精实，做精准，正确使用“三妙
招”，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
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去，从而建
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教
师队伍，让“双减”真正落地，办人
民满意的教育。

减轻教师的过重负担，并不
是让教师成为“闲人”，而是要追
求紧教师业务水平的提升，有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提升自己的教
育观念和教育技术，创建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的教师队伍。这样
才能使我们的家长安心把孩子托
付学校，不再寄希望于培训班。

（一）敬畏——教师的立德之本
前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多次强

调“师德建设是教师队伍的第一
要务”。向优秀教师学习、评比优
秀标兵都能弘扬正气，但是这些
都是外在影响，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首先要让教师对教师这个职
业充满敬畏。古希腊哲学家柏拉
图说：“一个民族中只有最优秀的

公民才有资格当老师。”一句话道
出了教师工作的崇高。在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中要引导教师敬畏课
堂，敬畏学生。每一堂课认真上，
每一个孩子都被尊重和爱护，这
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的本职。只
有怀揣着一颗敬畏的心，才能尽
心尽责教书育人，才会感到自己
的肩膀承担的责任之大。这是一
位教师的毕生修炼。

（二）课堂——教师的生命场所
课堂是教师的生命场所，教

学能力是教师的看家本领。只有
教学相长，师生相长，才能使师
生在交流中获得成长，教师的智
慧引领才能点燃学生的生命能
量。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充满了憧

憬，在教学岗位上摸爬滚打几年
后，进入教学的高原期，往往会
懈怠下来。这样的人群占了教师
总数的大半部分。因此，当下在
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于生活场景
的大背景下，教师因及早掌握新
技术，利用大数据进行精准教
学。学情前测，设计教学；利用监
控数据，调整教学进度；利用课
后检测，形成精准评价和反馈。
通过多轮磨课、课堂观察、同伴
磨课等方式将先前的经验进行
总结，将不足的地方再一次在课
堂中进行实践、跟进，以求得教
学水平的长进。

（三）科研——教师的不竭之源
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一定是一

支研究型的队伍，表现在对理论
知识的渴求，对课堂的不断反思，
对实践行动的不断改进等。学校
可以通过专著阅读、主题阅读等
方式，将实践和理论相结合，将理
论内化到课堂管理中，在“学习
—反思—实践—反思—总结”中，
不断学习、不断总结、不断升华，
从而促使高素质的形成。学校可
采用科研共同体的形式，从“官方
引领”到“民间自发”，或以课堂研
究为主题，或以班级管理为主题，
或以磨课活动为主题，盘活形式，
让“批注式、网络式、预约式、纸条
式”等多种研讨百花齐放，让教师
由“要我成长”到“我要成长”。

一、减少教师过重负担，势在必行

二、增强教师业务水平，刻不容缓

三、引入第三方评价，敢于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