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春季学期开

学在即，教育部日前举行

新闻发布会，介绍2022

年度基础教育重点工作

任务。“双减”在现有成效

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

向纵深突破，成为普遍

关注的热点。

■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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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LY周 刊

“双减”后：
保障学生学习质量有办法

作业一直都是减负话题的核心关注点，

为巩固“双减”效果，2022年度教育部对如何

布置作业提出更高要求。

“要提高作业设计水平。在压总量、控时

间的基础上，注重调结构、提质量。进一步提

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水平，提高作业的针对性

有效性。”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说。

实际上，“双减”实施以来，如何高质量、灵

活地布置作业，早已成为学校着力研究的方向。

作业压总量、控时间只是表面，如何实现

高质量、有效果才是关键。因此，提高课后服

务水平，营造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的良

好氛围成为必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作业

设计可以视为撬动“双减”向纵深突破的第一

个支点。

吕玉刚说：“提高课后服务水平，在推进

家校社协同育人上突破，都是2022年工作的

重中之重。”

提高作业的针对性有效性

初二学生小洋在开学前认真写了一份新

学期计划。在这份计划书里，小洋既列出了新

学期的目标，也在英语和物理两门弱势学科上

做了详细的提高规划，包括每天要复习、每周

梳理知识点等。征求父母的意见后，小洋还在

新学期计划里加上“欢迎爸爸妈妈监督”的

话。看到孩子郑重规划新学期的学习生活，小

洋的妈妈徐女士一半开心一半担心。

徐女士说，迎接新学期，孩子的精神是很

振奋的，对自己也有很多期待。所以从小学开

始，我们就引导孩子在新学期写一份计划，思

考一下新学期要从哪些方面努力，要实现什么

样的目标等。每学期的计划书孩子都会贴在

自己卧室的墙上。但是贴在墙上的计划书没

过多久就会被孩子视而不见，一条条计划没能

坚持一两个月就放弃了。孩子有颗向上的心

固然让我们开心，但执行起来总是“三分钟热

度”也让我们很担心。

新学期学习计划执行起来虎头蛇尾

孩子总是“三分钟热度”咋办？

新的学期即将到来，很多家长都会在新学

期开始前让孩子制定一份计划。但经过一段

时间后，有不少孩子忘记了曾经的“雄心壮

志”，即使“学期计划”就张贴在墙上，也是视而

不见。 ■ 据《今晚报》

建议：
“五步督促法”帮孩子提高执行力

讲述：
孩子执行学期计划“三分钟热度”

天津河西区教师发展中心正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么青老师说，列一份新学期计划是

很多中小学生在开学前都做的事情。但是

有计划却执行不下去的情况很多，只有极少

数的学生可以将学期初的计划执行到期

末。在这些执行力很强的孩子看来，制定并

执行好计划是自己的需要，而非家长或老师

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因此有很强的执行力也

成为这些孩子身上优秀的品质，正因为这

样，他们也成了别人眼中的优秀生。

么青老师建议，要想让孩子成为有执行

力的人，离不开家长的监督和努力。但家长

监督孩子，并不是不讲究方法地批评和指责，

否则只会让孩子反感、更加叛逆。因此我们

家长除了要让孩子把认真思考后制定的新学

期计划贴在显著的位置，还要通过一些方法

让孩子不能过了一段时间就对计划“视而不

见”。这里家长可以采取“五步督促法”。

一是“看一看”，提醒孩子经常看看制定好

的学期计划；二是“读一读”，大声读出自己的计

划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暗示，提醒自己不能松

懈；三是“做一做”，每天、每周、每月的计划要执

行下去，需要家长监督孩子从坚持完成计划中

的每件小事做起；四是“评一评”，每个阶段家长

和孩子一起回顾计划完成的情况，实事求是做

好总结并及时调整计划；五是“奖一奖”，孩子如

果把计划执行得很好或者取得进步，家长要适

时给予孩子奖励，让孩子更有动力。

需要提醒家长的是，有的孩子小时候执

行计划能按照家长的想法去做，长大了却不

听话，这需要家长反思跟孩子的沟通交流是

否到位。如果孩子意识到认真执行计划是

一种自我管理的方式，并最终可以转化成让

自己终身受益的能力，再加上家长的耐心陪

伴和坚持不懈的引导，相信孩子都会努力向

上，达成自己的目标。

负担减轻了，但是万一学生没学会怎么

办？这是广大家长面对“双减”问得最多的一

句话。

“为了更加客观地了解各地各校‘双减’

落实情况，教育部也将委托第三方开展独立

调查，进行跟踪评价。”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

司长朱东斌说。

引入第三方评价，同时实施基础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在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上取

得突破。这些，都是2022年基础教育领域重

点工作，不过，当前最重要的仍然是提高课堂

教学水平和教师能力。

“减负是治标，目的是提质，促进基础教

育回归育人的本质，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

展。”朱东斌说，“在保障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质

量方面，首先应将重点放在提高课堂教学水

平上。要求教师精准分析教情学情，通过学

生的课堂表现、日常作业、期末考试、学业质

量监测等途径，逐一分析每个学生的学习情

况，有针对性地做好辅导答疑和拓展提高工

作。其次要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切实提高

教师的‘六种能力’，包括教师育德能力、课堂

教学能力、作业与考试命题设计能力、实验操

作能力、课后服务能力和家庭教育指导能力。”

此外，教育部同时要求各地各校做好教

学质量监测，并将“双减”工作成效纳入学校

办学质量评价体系。

“今年教育部将专门召开一次推进中考

命题工作的会议，对进一步提高中考命题质

量进行重点部署。要推动落实幼儿园、义务

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切实发

挥质量评价的导向作用。去年这一年，我们

花了很大的力气对整个基础教育的质量评价

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我们要切实发挥好这

三个指南的引领作用，构建以推进素质教育

为导向的科学的评价体系。”吕玉刚说。

引入第三方跟踪评价效果质量

家校沟通有力推动“双减”

“学校在开学后，要召开一次专

题家长会，全面介绍去年秋季学期学

校落实‘双减’工作的成效和情况，特

别是教育教学质量保障的情况。”吕

玉刚说。

“双减”推进以来，家校沟通话题

被提及的次数明显增多。此前很长

一段时间，家校之间的沟通多数是

“家长反映情况，老师布置任务”，缺

乏对共同育人深入的探讨和设计。

高等师范教育中也缺少家校共育、作

业设计、课后服务管理等方面的课

程。面对“双减”，部分家长不理解，

不敢减，或者不想减。就觉得学校不

让报班，不明白“双减”是为了孩子更

好地成长，也不清楚自己应在“双减”

中承担什么样的角色。

因此，“积极开展家校沟通”成为

“双减”向纵深突破的另一个重点。

实际上，“双减”效果比较好的学

校，家校沟通也是相对比较深入的。

吕玉刚说：“经过2021年秋季学期的

工作，教育观念发生了积极转变。广

大家长逐步树立‘健康第一’的育儿

理念，更加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成

长。我们要积极听取家长对本学期

进一步做好‘双减’工作的意见建议，

切实增强家校协同工作的合力，进一

步增强做好‘双减’工作的信心。”

新学期
学习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