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道德建设专刊

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未成年人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 CN 51- 0055 邮发代号 61-19精神文明报社出版

向 上 向 善 创 建 创 新

8今日 版

报社官方微信精神文明网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战线 全媒中心 独家报纸

本报（精神文明网）网址：http://www.jswmw.com.cn 电子信箱：jswmtl＠163．com jswmb-bjb@163.com 定价：全年共12期 59元/年 编辑 陈早先

新
闻

本期导读

别压抑孩子表达
压抑孩子表达，不利于孩子表

达能力的提升，对孩子心理健康
也有不良影响。家长要尊重孩子
表达权利，耐心倾听孩子说话，注
重培养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这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第6版）

家风家训进校园
传统美德润心田

近年来，四川省眉山市彭山
区鹏利小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目标，从家庭教育引领出发，以
弘扬三苏文化，传承苏门家风
为核心，以“读家书、施家教、立
家训、传家风”为载体，推进家
风家训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进一步培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第4版）

这些天，浙江省
宁波市宁海县义务段
中小学陆续开始提供
暑期托管服务。

“我们班有10个
名额，我提前通知有
需要的家长在网上小
程序上抢名额，但几
乎全班家长都在抢，
名额 3 秒不到就没
了。”宁海实验小学徐
老师介绍了“名额秒
杀”的火爆程度。这种
场景在其他学校也是
一样。

据了解，今年宁
海县义务段有 55 所
学校开设暑期托管服
务 ，共 有 托 管 班 级
485 个，参与学生数
19504 人，参与教师
数2093人。

报 名 火 爆 的 原
因，除了场地和设备
的限制导致学校放出
的名额有限之外，更

重要的是“官方带娃”的高质量。
7月18日是潘天寿小学暑假托管

班开班第一天，二年级3班的邬玮轩
参加了学校的科技暑托班。他说：“在
这里有机会做各种小实验，还可以和
那么多小朋友一起，很开心。”

除此之外，在学校合唱教室里，孩
子们正在进行声乐训练；书画课堂上，
大家跟着老师领略书画魅力；从诗词
班传出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目
前学校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参加了托管
服务，服务内容分为普通作业辅导和
四大类特色社团课程。”学校教导主任
葛静丽介绍，“我们就希望孩子们在玩

中学、学中乐、乐中思，托管服务就是
在解决家长焦虑的同时，促进孩子全
面发展。”

针对家长关心的孩子在托管班的
饮食均衡、安全等问题，宁海县银河小
学积极制定方案。每天上午9点左右，
学校的食堂会备好一锅消暑的汤水。

“比如柠檬蜂蜜茶、绿豆汤，每天都会
供应。此外，我们还会为同学们准备酸
奶等补充体力的食物。”银河小学工会
主席童颖霞介绍，在菜品方面，学校保
证两周内的菜单不重样。另外，学校对
午休地点做出统一的安排，要求每个
同学自带凉席。“每天我们都有老师管
理孩子睡午觉，一般睡到12点50分，
然后开始体艺和阅读类课程。”学校副
校长戴月珍介绍。

作为管理教学的负责人，戴月珍
每天会查看各个班学生的出勤情况，
了解学生请假原因，要求老师做好活
动记录，与孩子的监护人保持联系，确
保孩子在校安全。

力洋镇兴南小学属于农村小微学
校，师资不足是限制暑托服务的最大
难题。今年，学校借助亲青课堂暑托班
这个平台，以丰富农村留守儿童暑期
生活为目的，邀请12名校外专业人士
及大学生志愿者带来了12门全新的课
程，包括天文地理、软笔书法、素质拓
展等内容，还安排了泥金彩漆、乡土文
化、海洋探索等具有宁海特色的实践
课程。

据介绍，今年宁海县教育局共招
募了99名大学生志愿者、25名校外体
艺科创类培训机构老师、78名社会能
人巧匠和各界精
英来充实暑托师
资力量。

（《宁波日报》
蒋炜宁徐鸿鑫）

暑假到来，孩子回家无异于
“猛兽归来”。特别是双职工家庭的
父母，不少放假前一周就开始头
疼，盘算到底怎么才能把小孩安置
好……不少家长“苦暑假久矣”。

具有公益属性、覆盖范围广、针对
性强又有托管形式的暑期托管服务

“官方带娃”，减轻了家庭的负担、解
决了家长的后顾之忧，这样的贴心之
举，引发了一众家长的好评与关注。

“官方带娃”作为与千家万户
息息相关的惠民、便民之举，它是
有其原则底线的，即以看护为主，

不得组织集体补课、讲授新课。由
此可知，“官方带娃”绝非课外辅导
机构的改头换面、借壳重生，而是
在托管、看管的基础上，充分尊重
孩子们的意愿与选择，在保证孩子
们基本娱乐需求的前提下，释放孩
子们的天性与个性。

这种“服务宗旨”，既是对暑期
教育焦虑的对抗，也与不少著名教
育学家的育人观点不谋而合。

从目前各地“官方带娃”的具体
实施中也可以看出，虽然“各显神
通”，但是注重乐趣与兴趣，增加课

外文艺类、实践类、体育类活动的基
本方向都是一致的。如：浙江宁海县
开办有科技暑托班，孩子们也可以
跟着老师进行声乐训练、领略书画
魅力等，能在玩中学、学中乐、乐中
思；河南汝南县爱心托管班开设语
言、书画、健身、礼节、故事会和文化
课等课程，开展手工制作、指导绘
画、情景剧表演等兴趣活动……

由此可见，“官方带娃”之所以
深得人心，不仅是因为它给繁忙的
家长雪中送炭，更是因为它也让孩
子们的假期锦上添花。

“官方带娃”显然是个民生项
目，民生项目更应该成为民心项
目。“官方带娃”是一种公益服务，
其解决了不少现实问题：暑假期
间，有一些家庭没有时间照顾孩
子，“官方带娃”解决了“无人看娃”
的苦恼；“官方带娃”质量较高，其
设置的各种项目更符合“教育减
负”的标准，不至于将暑假变成了

“换个地方上课”，其开展的书法练
习、绘画入门、诗词朗诵等等，能够
将快乐的暑假还给孩子们；“官方

带娃”参与者都是
教师，责任心强，
场 地 也 都 是 标 准
的，能够确保孩子
的 安 全 。简 而 言

之，“官方带娃”的火爆说明“官方
带娃”是民心所望。

“官方带娃”在各个城市都有
开展，也十分火爆。可是也有遗憾
的地方，那就是高质量的“官方带
娃”与“强烈诉求”之间有着不小的
差距，也就是需求多而名额少。以
至于不少地方在发放“官方带娃”
名额的时候，不得不采取另类措
施：有的地方是“摇号”，有的地方
是“抓阄”，有的地方是学校“指
定”，甚至有的城市会和“考试成
绩”联系在一起，按照成绩从高到
低发放名额……这样的做法显然
是不合适的。

从宁波市宁海县义务段中小
学暑期托管服务的名额“3 秒被

抢光”来看，说明“官方带娃”还需
要实现更大扩容。一方面，对于教
育部门而言，可以借助现有的场
地和师资力量，拓展范围，尽可能
满足家长托管的诉求，让愿意参
与的人都能有机会，而不能是拼
手速、靠运气；另一方面，政府可
以鼓励其他机构也开展“官方带
娃”。事实上，不少地方的机构也
在尝试这样的服务，比如，南京一
家法院就开展了“官方带娃”，帮
助照看干警的孩子；为让职工安
心工作，广州一些企业聘请专业
人士，打造专门场所，为职工提供
了“官方带娃”服务……希望更多
的资源投入进来，扩大“官方带
娃”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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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带娃”是雪中送炭更是锦上添花
陈思

“官方带娃”服务还要继续扩容
郭元鹏

新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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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约一场羽毛球。”北京海淀家
长陈同然的提议，总能得到孩子的积
极响应，只是如果临时起意，连体育馆
的场地都订不到。

“马上二年级的孩子，不再围着培
训班团团转啦！”陈同然说，自从2021
年 7月起“双减”政策实施后，他终于
松了口气。

课外时间多了，校外培训班少了。
孩子得以从繁重的校外负担中解脱，
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发展个人兴趣。
空出来的时间，“名正言顺”地让位给
文体活动。

“双减”政策落地已一年，昔日门
庭若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已难见踪
影，培训市场“虚火”大幅降温，“野蛮
生长”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 2
月，原12.4万个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到9728个，压
减率为92.14%，原263个线上校外培

训 机 构 压 减 到 34 个 ，压 减 率 为
87.07%，“营转非”“备改审”完成率达
100%。

在安徽合肥小学生家长陈秋萍眼
里，“孩子的变化很直观”——放学回
家后，能有时间玩了，以前真没时间
玩。最近，孩子对电脑编程感兴趣，总
和爸爸“一起捣鼓”。

“原来作业多的时候，要写到晚上
9点多。现在在学校里就能完成作业，
老师还能当天讲解。”陈秋萍说。

这一年来，学生的校内作业负担
总量上得以控制，结构上也发生了
变化。

每天放学前，西安高新逸翠园初
级中学的学生都会收到一张“任务清
单”。正面是全体学生必做的基础性任
务，背面是给学有余力学生的挑战性
任务。挑战性任务可延续到课后服务
时间完成，教师要批改完任务清单。作
业里的错误，要用双色笔订正。

这一年，作业设计更优，课堂教学
锚定提质增效总目标。这意味着，课堂
上的黄金45分钟，变得至关重要。

“‘双减’推动了学校实施切合实
际的课堂教学改革，要求教师在改进
教学质量上下大功夫。”西安高新逸翠
园初级中学校长杜丽萍介绍，该校每
一节课均以“乐学、会学、学会”为主线
来设计，用自主、合作、探究、展示等方
式落实教学任务。

“‘双减’成效初显，这个成效是
体系化和综合性的，尤其是学校治理
体系，通过以作业改革为突破口的教
学改革，以及课后服务质量提升等抓
手，有了整体化重构。”华东师范大学
教授李政涛认为，“作业改革”成效尤
为突出，它撬动了学与教方式的变
革，在全国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典范
经验。

2022年 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
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起大规模

问卷调查，对 168.9 万个有效样本进
行分析后，发布《全国“双减”成效调
查报告》显示，学生作业负担有效减
轻。75.3%的学生感受到作业量比上
学期减少，83.4%的学生基本能在学
校完成书面作业或完成大部分书面
作业。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薛海平坦言：
“‘双减’的阶段性目标已初步实现。但
也应该看到，家长对孩子学习质量的
担心仍部分存在，一定程度上让校外
学科类培训有机可乘。”

2021年 9月，教育部明确了7种
“隐形变异”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形，
当年全国各地共查处“隐形变异”违规
培训2200多项。2022年寒假，共查处
以“一对一”等方式违规开展培训行为
1042人次。

事实上，“双减”之后，考试评价改
革趋于灵活，“开小灶”难以奏效。

山东青岛一名初中学生家长郭峰

发现：“‘双减’后，中考题越来越灵活，
更加考查素养和能力。如果再一味刷
题，恐怕很难应对考试了。”“双减”下
的中考命题导向，是要让教师善教，学
生会学。

云南将于2023年迎来体育中考
满分提至100分的第一届考生。内蒙
古、吉林等省（市、区）的多个地市已经
开始艺术类科目中考。山东烟台提出，
将“家务劳动”“读书”“志愿服务”纳入
中考，列为综合素质评价获评A等级
的必要条件。

“为了让学生家长更放心，还有很
多事情要做。”薛海平建议，加大查处
力度，严禁培训机构以个人名义违规
提供学科类培训；教师充分利用课后
服务时间，做好辅导答疑、拓展提高等
工作；积极探索并建立全面多元的教
育评价体系，引导学生、家长以及教师
正确看待考试分数。

（《光明日报》陈鹏）

“双减”一年成效显著

暑假期间，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向林镇的留守儿童进入
向林中心小学校的“第二课堂”竹编室，在当地竹编传承人的
指导下，学习编织、雕刻、绑扎、粘贴等竹编技巧，既丰富了暑
期生活，又提升了手工制作能力。图为近日，向林镇的留守儿
童在竹编传承人的指导下学习竹编。 刘传福 李悦 摄

2022年暑期是“双
减”后的第二个暑期，
适逢“双减”工作一周
年之际，为营造打击违
规培训的高压态势，持
续强化校外培训监管，
让广大中小学生度过
一个平安、愉快、有意
义的假期，7月20日至
8月30日，教育部将在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
以“强化培训监管 守护
快乐假期”为主题的校
外培训“监管护苗”
2022年暑期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覆盖全
国 31 个省（市、区）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重
点聚焦校外培训机构
较多的省会城市和群
众举报投诉集中的重
点城市。主要解决当前
校外培训治理中存在
的三方面突出问题：一
是严查学科类培训隐
形变异，坚决打击一些
机构和个人以“一对
一”“高端家政”“众筹
私教”“研学旅行”等名
义违规开展培训；坚决
打击已压减的学科类
培训机构“假注销、真
运营”的情形。二是严
查非学科类培训恶意
涨价行为，坚决打击违
法违规收费行为，特别
是借暑假之机恶意涨
价行为。三是有效化解
群众“退费难”问题，

“一企一策”指导培训机构妥善处理、
加快化解学生及家长退费诉求；严格
落实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要求，坚决
避免由于无钱可退等原因造成“退费
难”问题。另外，专项行动还部署各地
同步加强对校外培训机构从业人员和
培训材料的管理，做好培训机构安全
检查和违规竞赛查处工作。

专项行动要求，各地要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抓好组织实施。要切实落
实联合检查工作机制，压实属地责任，
广泛动员街道、居委会、社区等力量，
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针对群众举报、
舆情监测等渠道反映的隐形变异违规
培训问题，快速核查联动处置。要切实
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劲、解决不彻底
不放手、群众不认可不罢休，切实巩固
好校外培训治理成果，维护好人民群
众根本利益。

专项行动强调，各地要加强宣传
引导，畅通举报渠道，并鼓励群众积极
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教育部
官网、“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举
报平台及各地举报渠道，提供违法违
规问题线索，共同打击校外培训领域
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校外培训治理群
防群治的良好局面。（据教育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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