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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课业负担重，既是
长期存在的老大难问题，也是家长
抱怨多、孩子抵触大、社会关注度
高的热点问题。”市人大代表郑惠
强指出，尽管教育主管部门近年来
不断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减负，然而

“校内减负校外补”，许多学生迫于
竞争压力和家长意愿，不得不在校
外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他援引网
上一个问卷调查数据，仅有10%的
上海家长没有为小孩报名参加课
外培训，有80%的一学期参加了
1-3门课外培训，有9%的参加了
4-6个，更有1%的参加了7门以上
课外培训。调查显示，这些课外培
训有一些是针对艺术特长类的，但
主要针对孩子们的学习弱项。

市政协常委胡里清表示，
《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
案》有明文规定，应保证小学生
每天睡眠 10 小时，初中生 9 小
时，高中生8小时。但是根据相
关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小学生的
睡眠时间还有待提高，高中生睡
眠不足问题更为突出。“虽然上
海在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方面做
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实际上收效
甚微，普遍出现了‘校内减负担，
课外加辅导’的现象。”

据胡里清介绍，“校内减负
担”的表象也存在问题，学校的
家庭作业表面上有所减少，但实
际上为了让学生的考试分数高，
升学率高，老师还是采用大量布
置作业，大量做试卷，模拟考试
题的办法。有些学校就发生了
挤掉主课以外的教学课程，学生
一般不上音乐课、体育课、自然
科学等课程，这种培养学生的办
法，违反学生成才的规律。“其
实，上了‘课外加辅导’也不见得
就能提高成绩。因为不明白自
己上辅导班目的何在，导致一部
分学生频频上辅导班，成绩不仅
不见提高却反而大幅度下滑，许
多学生依然深陷不自知。”

市教委将推一揽子
政策举措“减负”

本报讯 记者 刘春霞 在今
年的上海“两会”上，如何减轻中
小学生课业负担、如何整顿净化
教育培训市场，成为代表、委员
们关注的话题。市教委昨日表
示，将开展一系列专题调研，全
面了解本市小学零起点教学和
等第制评价工作的实施情况。
新学期开始后，本市将有序推出
一揽子系统性、针对性的政策举
措，与社会各方共同努力落实

“减负”。
不少代表委员和教育专家

指出，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是
一个综合性问题，与我们传统文
化的惯性、教育观念的固化、社
会心态的助推、教育生态的问
题、校外环境的影响都有着不可
分割的关系。减轻学生课业负
担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
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环
境等方方面面，需要政府、学校、
家庭、社会的共同努力，在更大
范围内凝聚“减负”共识、加强工
作协同、注重精准施策、形成实
质成效。

为切实破解“减负”难题，市
教委将牵头成立“减负”工作领
导小组和考试招生、培训机构、
家校共育等相应工作小组，建立
起跨部门统筹协调、协同推进的
工作机制。

市教委表示，将从学校内
外同时入手，开展小学一年级
学生家长零起点教学和等第制
评价全样本调研、小学三年级
学生家长等第制评价全样本调
研、小学三年级语、数、外三科
教师等第制评价全样本调研、
初中学生学习情况全样本调
研、高中学生学习情况全样本
调 研 、民 办 中 小 学 特 色 学 校
（项目）创建工作调研、社会培
训机构办学情况调研等一系列
专题调研，全面了解零起点教
学和等第制评价工作的实施
情况、全市初高中学生学习基
本情况，特别是全面了解本市
社会培训机构办学的基本情
况，为研究建立有关社会培训
机构的协同监管、资质审核和
过程监管等方面政策和举措
提供依据。

据悉，预计新学期开始后，
本市将有序推出一揽子系统性、
针对性的政策举措，与社会各方
共同努力落实“减负”、积极回应
民生关切。市教委将重点围绕
深化招生考试改革、开展中小学
校“减负增效”组合拳、规范民办
学校办学和招生、增强家校协同
共育等方面进行“减负”的精准
施策；同时，还将会同有关部门
大力净化整顿教育培训市场，对
违规办学的严肃清理，对破坏教
育生态的坚决打击，对虚假宣
传、利益勾结的重拳严惩，以制
度创新制定多元监管举措，形成
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的长效
机制。

代表委员谈学生减负：提高教师素质 缓解家长心态

对课外培训机构进行资格审查
在参加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浦东代表团分组审议
现场，市委书记韩正主动
同代表商议有关“孩子的
问题”。青年报记者在会
场内采访时发现，如何减
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如
何整顿净化教育培训市
场，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
的话题。会场外，市教委
昨天也回应称，将牵头成
立“减负”工作领导小组，
切实破解“减负”难题。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陈晓颖

市人大代表、奉贤区实验小
学校长金哲民非常赞同以真正
减负作为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
一大突破口。他认为，应该进
一步推进等第制评价的速度与
覆盖面，同时，增强课堂效率，
而不是靠课后布置一堆作业来
提升所谓学生对学业知识的掌
握程度。

胡里清委员呼吁，上海应率
先进行中小学生教育，乃至高考
的改革，在高中、大学升学关键

改革上，制定新的改革规则，比
如，允许英语等科目一年内多次
进行全上海水平测试，以分数高
者为准。打破唯分数论的录取
原则，考试教学大纲要公开，与
教学相对应。应该树立培养学
生全面发展，老师重之以德的考
核导向准则。中考、高考录取应
参考学生平时成绩及体育、德育
成绩，而不是一考定终身。

他认为，减负的关键是提高
教师的素质。首先，教师的水平

是关键，减负实际上给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提高了教师
的素质，才能让教师变被动减负
为主动减负，每个教师才能具有
适应减负需要的教育观念、教育
思想和方法以及减负不减质量
的本领。

市人大代表、松江第一中学
数学教师姚萍建议，改善以分数
评价教师的制度，让老师不再唯
分至上。如此一来，会降低老师
与家长给孩子的课业压力。

市人大代表、虹口区教育局
局长常生龙认为，现在很少有家
长愿意说，自己就想将子女培养
成一个健康、快乐的普通人，事
实上，焦虑、攀比也是造成很多
人不断“抢跑”、校外补课情况愈
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作为家长也要转变观念，
避免对孩子施加过大的压力。
家庭教育对于青少年儿童的健
康成长至关重要。开办家长学
校，是一种好形式。”胡里清委员
认为，与此同时，社会舆论和新
闻媒体也有义务积极参与，帮助
家长端正家庭教育的态度。

市人大代表、上海市普陀区

华阴小学校长冯迪认为，“孩子
学得快、学得多，应该更多依靠
饱满的学习兴趣，而不是大批次
高强度的补课‘加餐’。”冯迪说，
如今校方按照市教委要求的减
负“组合拳”在逐步实施，并且立
足课堂，让孩子们通过实践课
程、兴趣课程、校本课程等方式
培养起良好的学习兴趣与习惯。

为了解决家长的顾虑，冯迪
觉得要“打开学校”，通过家长委
员会的形式，家长走入学校，在

“开放课堂”上真正了解和体验
学校的教育情况。对于家长普
遍认为基础教育“喂不饱”孩子
的问题，冯迪表示，“喂不饱”的

情况会出现在部分学生群体中，
因 此 教 育 减 负 更 要“ 以 人 为
本”。她认为，对学有余力的孩
子，在课外“加餐”可以扩大学习
的广度与深度，但面对多数的学
生群体，基础教育能够满足义务
教育阶段的整体要求。

郑惠强也有相似的观点：“教
师管理方面，倡导教师更加注重
完善授课内容和教学方法，严禁
中小学在职教师课外有偿补课。
家校互动方面，鼓励家长参与到学
生发展计划制定中，及时了解学生
的兴趣和不足，理性考虑学生是否
需要参加课外培训，以及如何选
择适合的培训内容和方式。”

郑惠强还建议，为改变当
前本市课外培训市场多头管
理、乱象丛生的局面，市教育主
管部门应会同工商、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公安等部门，根据法
律法规要求组织开展专项集中
整治工作，对现有课外培训机
构进行统一资格审查。对于办
学资金、担保金、教学区域面
积、师资力量等不符合相关要
求的，暂停培训活动，责令其在
一定期限内进行整改，整改仍

不合格的，坚决予以取缔；对于
未经批准跨区设立教学点的，
暂停培训活动，责令其在一定
期限内完成备案手续后，再允
许其开展培训活动。

市人大代表丁明建议，要改
变课外培训市场现状，一是通过
教育行政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制
定相关的规章要求，规范课外
培训市场的管理，通过学校和
老师，建立在校期间严格按照
教学大纲，实实在在地开展教

学工作，而不是“留一手，空一
块”，让课外培训有空子可钻，
有利益可谋。

此外，对参加课外培训的学
生和家长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对
待，学有余力和家长经济条件允
许的学生可以适当参加课外培
训深造。反之就应采取不鼓励、
不提倡的态度，以免加重这部分
学生和家庭的负担，改变目前

“全家补习，万众培训”的不规
范、不正常现状。

校内减负校外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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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文化节上，学生展现各色兴趣爱好。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