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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务进校园，中小学
教师被非教学任务所累，比如

“疲于迎检查、填表格等”，一直
较为普遍。受到非教学任务的
干扰，导致教师群体负担重，这
样的问题早已有之，甚至已成

“教育痼疾”。
近年来各省份出台了中小

学教师减负清单，建立健全教师
减负体制机制。虽然减轻中小学
教师负担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
部分中小学教师仍被非教学任
务所累。

如媒体调查发现的，一些部
门单位仍以“社会责任”为名，通
过“分支考核”等隐性考核手段
将非教学事务渗透进校园。比如
一些以社会责任为名的临时性
增量任务“跳出三界外，不在五
行中”，往往不受“白名单”制约。
一些地方、学校仍对教师施加各
种“隐性考核”。

要及时清理不合理的“隐性
考核”，不能放任“隐性考核”潜
入校园，继续给教师增负。对此，
要细化教师减负清单内容，要持
续优化与完善学校非教学任务

准入机制，不给“隐性考核”以空
子可钻。也要完善教师考核机
制，完善教师评价体系，让教师
拥有更多教学自主权，让教师能
够摆脱与本职工作无关的事情
干扰，做好本职工作。另外，还要
建立健全投诉机制;将教师减负
清单纳入各级督导、督查内容等
等。要拧紧责任链条，倒逼相关
部门、学校守土有责，如对于落
实不力的相关部门、学校等，要
严肃追责、问责。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不
能被非教学任务所累，不能成为
相关部门可以随便搬弄的“一块
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能成了

被人随便揉捏的“橡皮泥”，不能
继续困在非教学任务中，被安排
各种不必要的非教学工作。尊重
教师合法权益，非教学任务不能
成了教师难以卸下的重负，成为
压垮教师的“大山”。

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给教
师减负不能成空话，要落到实
处。让教师安心于三尺讲台，才
能让他们当好教育事业的“燃灯
人”。给教师合理减负，给教师做

“减法”，让教师群体从不当“重
压”中“站起来”，让教师回归教
书育人本位，才能给教育做“加
法”，让教师心无旁骛做好本职
工作。 戴先任

现代金报 金评教育 A02
2025年2月21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今日金评

▲▲▲▲▲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

jinbaopinlunjinbaopinlun20122012@@126126.com.com

不吐不快

书面作业不回家
是个“双减”好招

教师来信

教师家访
确实应该与时俱进

2月19日，宁波市鄞州区发
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作
业和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实施
意见》。该意见通过“双管齐下”
的创新举措，从作业管理和体质
健康两方面推出系列改革措施。
其中，最亮眼的措施是：学校要
保证每天至少有一节完整的作
业处理课，让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能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对于在
校参加晚自修的初中学生，晚自
修结束后要做到“书面作业不回
家”“书包不离校”。

（本报今日A03版）

自2021年国家出台“双减”
政策至今已近四年，实事求是地
说，“双减”的落实难言乐观。就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来说，尽管政
策明确了作业总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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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缺乏操作性，

执行有难度，效果不理想。
这次鄞州区出台的新政，在

宁波首创的“作业限量供给制”，
虽然也划定了各学段作业上限
（与上述“双减”政策大致一致），
不同在于，鄞州区将此制度化
了，而且引入了考评制度，因而
提升了执行强度。至于效果如
何，还有待观察。

因为“作业限量供给制”实
施起来还是有一定难度。原因在
于，一是平均时间无法统计。同样
的作业，每个同学学情不同，所花
的时间肯定不同，老师怎么去统
计，学校怎样去监督落实？如果是
家庭作业，更加难以统计；二是作
业总量不好协调。作业不是由一
个老师布置的，而是由各科老师
分别布置的。为了提高成绩，每个
科任老师都不会想少布置一点，
教务处怎么去协调总量？三是不
按规定布置作业不好惩罚。因为
多布置作业的初衷是为了提高学
生成绩，是为了学生好，学校怎么
好意思惩罚教师？

所以，尽管国家煞费苦心，

在“双减”政策中明确了作业总
量，但执行效果不如人意，原因
就在于此。真要减轻学生的作业
负担，就要像鄞州区刚出台的新
政提出的那样，即“书面作业不
回家”，不允许布置校外作业。不
需要带作业回家，也就意味着不
需要带书包回家。这不是说，不
要布置作业，而是说只布置校内
作业，到点了，能完成就完成，完
不成就拉倒。这样一来，科任老
师布置作业就会有所控制，不至
于超标太多。

要保证在学校完成作业，解
决办法有很多，其中最好的办法
就是鄞州区“新政”规定的：学校
要保证每天至少有一节完整的
作业处理课，让学生在校学习期
间能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另外
也可考虑适当延迟一下放学时
间，或者在课堂上留点时间做作
业等。

总之，“书面作业不回家”是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的不二之途，
也是一记真招实招，值得期待。

王学进

前段时间，上海多所中小
学的班主任在寒假家访时遭遇
困境，计划中的入户家访被家
长和学生频频拒绝。这一现象
引发热议：家访制度是否已跟
不上时代步伐？

曾经，作为了解学生家庭
背景、生活环境以及学业表现
的重要途径，家访一直被视为
家校合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然而如今，不少班主任却在这
一环节遭遇了“闭门羹”原因，
或是家访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所以，我们亟须找到新的切入
点，推动家校合作向更深层次
发展。

首先，打破家访模式。入户
家访只是学校更深入了解学生
的一种形式，因此，“家访”大可
不必拘泥于形式，无论怎样

“访”，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更好
地助力学生健康成长。学校和
教师不妨转变思路，采用更加
灵活多样的形式。除传统入户
家访，还可以“反向家访”，家长
和老师约定好时间，去学校或
者咖啡馆、公园等公共场所约
见老师。这样既能满足教师与
家长面对面沟通的需求，又能
尊重家长的隐私和意愿，让家
长感到更加自在和舒适。

其次，加强沟通理解。班主
任在进行家访前，应与家长进
行充分的沟通，详细说明家访
的目的、内容和意义，让家长了
解家访并非“告状”，而是为了
更好地促进孩子的成长。可以
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提前与
家长预约家访时间，并询问家
长是否有特殊需求或顾虑。在
沟通中，认真倾听家长的意见
和建议，尊重家长的想法，让家
长感受到老师的诚意和关心。
只有双方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
系，家长才会更加积极地配合
家访工作。

再次，创新沟通机制。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建立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家校沟通机制。也可
以线下组织丰富多彩的家校活
动，如家庭教育讲座等，也可以
邀请家长担任学校活动志愿
者，不断增强家长对学校教育
的认同感和参与度。

家长和老师作为孩子成长
道路上的重要引路人，应该携
手共进，为孩子创造更好的教
育环境。让我们以更加开放的
心态、更加积极的行动，共同推
动家校合作的发展，让每一个
孩子都能在充满关爱的教育环
境中茁壮成长。 陆青春

不能让“隐性考核”潜入校园
2024年以来，有关部门持续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行

为，各地出台“进校园事项白名单”等多项举措。基层教师
普遍反映，减负成效明显。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地
方，以落实社会责任为名，一些不必要的非教学事务通过

“临时性任务”“分支考核”等方式进入校园。
（2月19日半月谈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