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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要落实更要筑牢防线
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

教学负担，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秘书组印发通知，对开展规范
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专项整治工作作出部署。

（本报今日A03版）

教师的本职工作应为教书育
人，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他们却时
常受到各类与教育教学并无关联
的社会事务性工作的困扰，导致身
心疲惫。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已倡
导很多年，也出台过相应的政策，
但常常是雷声大，雨点小，减负之
后又会重新来袭，一次次减负之
后，却是一次次的增负，令中小学
教师苦不堪言。

所以，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关键
在于落实。减负的呼声已然出现，减
负的举措已然具备，减负的相关制
度亦已存在。例如，此次减负提出
了四项主要任务，涵盖建立社会事
务进入校园的审批报备制度，严格
把控省、市、县三级社会事务进入
校园的总量，构建白名单并向社会
公布；通过监测、核查、通报等方
式，实现社会事务进入校园工作的
常态化规范等。倘若确实能够达
成，教师的负担便可真正得到减轻，
可对此，许多人并不抱乐观态度，担
忧减负只是一阵风，更担心看似减
负，实际却是增负，还需让教师填写
表格、打卡，以证明中小学教师实现
了“减负”。

将时间交还给教师，令教育回
归本质内涵，把现有的措施与制
度落实到位，不会出现以“文件”
落实“文件”，以“具体规定”执行

“具体规定”的情况，这就需要一
方面强化问责机制，针对违反规

定为教师增负的相关人员予以惩
戒；另一方面要畅通一线教师反
映问题的路径，使教师参与到治
理减负的进程之中。

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也要筑牢防
线。全社会需形成共识，共同使劲，
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当教师的“护卫
者”，要守住学校“大门”，避免非教
学任务干扰教师，保证教师拥有更
多的时间投入到教学教育当中。此
外，还需更高效地运用现代科技手

段以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
教师的职责乃是教书育人，传

递知识，培育学生的品德与能力。过
多的非教学任务致使教师难以有效
践行这一职责。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就得动真碰硬，要有硬办法、实举
措、妙招数，既要把现有的减负措施
落实到位，又要筑牢防线，让教师拥
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使教师能够
静心安心地教书育人。

王军荣

春雨微甜，空气中弥漫着香樟
树的味道。4月21日，雨后初晴，推
开奉化西圃村一处民宅大门，三三
两两的儿童或执网捕鱼，或在画纸
上信手涂鸦。他们所参加的，是中国
人民大学“小裤脚”团队打造的“放
学后设计”美育课堂。

（4月23日《现代金报》）

开设“放学后设计”美育课堂，
于“小裤脚”团队而言其实是一段

“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历。为通过艺
术赋能村民，激发村民振兴乡村，
2022 年 10 月，中国人民大学丛志
强教授携“小裤脚”团队驻村，开
启了西圃村艺术发展之路，但在
起初的热闹劲过后，天天往小院
跑的多是小朋友，于是便增设了
这个项目，实现了峰回路转、一举
多得之功。

9—14 岁的孩子，正处于试图

与父母“解绑”，渴望交友和探索外
部世界的时期。同时“双减”政策落
地后，孩子们作业少了，家长们陪伴
烦恼多了。“放学后设计”则很好地
满足了家长、孩子们的需求。“放学
后、双休日，村里的小学生‘约好似
的’来到小院，看鸭子、做游戏，有的
会动手帮‘小裤脚’做手工，有的把
作业带过来让大学生辅导。”想想这
样的场景，就能感知到孩子们的快
乐、家长们的放心。

另一方面，这也有“小手牵大
手”之妙。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在乡
村设计中，孩子们用儿童视角、拿
儿童笔调，让祖辈建造的乡村留下
鲜艳的亮色，这对乡亲们是一种感
染与鼓舞，对孩子们则是一种乡情
教育启蒙。乡亲们感受了孩子们的
变化，没有理由不积极融入乡村美
化中来；孩子们“长大后想起小时
候，有趣事可追忆，有乡愁可慰

藉”，即使走得很远，飞得很高，也
要心系家乡、建设家乡。

这让人不由得想起中国农业大
学于2009年开办的“科技小院”。小
院以研究生与科技人员驻地研究，
零距离、零门槛、零时差和零费用服
务农户及生产组织为特色，以实现
作物高产和资源高效（双高）为目
标，引导农民进行高产高效生产，促
进作物高产、资源高效和农民增收，
并逐步推动农村文化建设和农业经
营体制变革，探索现代农业可持续
发展之路，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赢得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肯定。“小裤脚”团队打造的“放
学后设计”美育课堂以优秀大学生
为主力，以解决农民精神需求，助力
乡村振兴、持续发展为目标，与“科
技小院”同样意义不凡，同样值得点
赞和推广。

张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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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时代
不能让乡村孩子掉队

AI时代，乡村学校如何跟上
步伐？对此，鄞州区云龙镇的一些
学校进行了探索，给出了办法。如
甲南小学开设人工智能社团、打造
创客教室，为学生学习智能技术提
供平台；如王笙舲小学将阅览室、
报告厅、操场改造成适合学生学习
和集训的场所，千方百计培养学生
的科学素养。

（本报今日A04版）

AI时代，乡村学校如何跟上步
伐，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相比城
市学校，乡村学校的网络硬件和学
生的网络素养也难以与城市学生
相比，不在同一起跑线，而AI时代
发展又那么迅疾，稍一迟疑，就会
被远远甩在后面。AI时代的到来，
加剧了教育的紧迫感。如何跟上AI
时代的步伐？城市学校必须面对，
乡村学校尤其应该面对。

对此，云龙镇做出了有益探
索，而且取得了一定成效，将其经
验稍加归纳，可以为其他乡村学校
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是要有远见卓识，提前谋
划。面对汹涌而来的智能时代，早
在2019年，云龙镇清醒地认识到辖
区学校与城市学校的现实差距，针
对办学实际，开始顶层设计，大力
支持片区学校的科学科技教育项
目，只为让乡村孩子跟上时代的步
伐，让科技走进乡村孩子的生活。

其次是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
件。甲南小学之所以能成为国家级
科技教育实验基地和中国青少年
科普创新示范学校，与其有良好的
科创条件密切相关。如打造创客教
室，提升人工智能设备，钱哪里来？
除了学校自筹，主要靠镇财政支
持。为了让农村孩子用上现代化的
创客信息技术装备，云龙镇已经投
入120多万元。

再就是加强专业师资力量的
建设。要想让孩子跟上AI时代，首
先教师要跟上。说实在的，AI时代，
年轻教师比老教师更有优势，因
此，要从培养青年教师入手，组建
一支专业的青年教师队伍。云龙镇
的经验是通过培养专职青年教师
以及引进专业的校外师资力量等，
补强师资力量。如今，以甲南小学
人工智能社团负责人曹侠君为代
表的一批专业教师正在承担起教
学人工智能的课程任务。

AI时代，如何不让乡村孩子掉
队，云龙镇为各地乡村学校提供了
一个样本，值得各乡村学校学习借
鉴。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