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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双减双减””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双减”之下的家长担当和社会责任
——一位一线教育工作者对“双减”的理解与建议

众所周知，“双减”意见作为中共中央直接颁

发的文件，是基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基于国家

稳定与发展的层面，实施的一项“民生工程”。因

此，要站在国家全局与人民利益的高度，才能真正

领会中央文件的精神，才能贯彻好“双减”意见，促

进教育和社会的更好更快发展。

作为“民生工程”，“双减”意见的落地，其最

终服务者和受益者，是普通的人民群众，是作为未

来国家主人的学生。因此，“双减”意见的最终推

行和落实，必须依靠家长和学生，依靠社会。那

么，广大家长乃至全社会在“双减”意见的落实上，

应有哪些责任和担当呢？

■ 何明春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

元。因此，家长层面充分认识

了“双减”的担当，也就基本阐

明了社会的相关责任。当然，

作为更广范围的社会层面，对

“双减”的责任，还应有以下作

为——

形成正确的“双减”舆论导
向。全社会应充分学习和理解

中央的政策内涵和改革用意，

对“双减”形成正确的舆论导

向。对有悖国家意志、有悖社

会发展、有悖群众利益的言论

和行为，应该坚决制止，为“双

减”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充分尊重教育行业和教师
群体。“双减”过程中，压力最大

的是教育行业和教师。无论是

公立学校，还是校外培训，教师

都只是作为一个职业者，参与

到这场改革中。因此，社会应

该给予教育行业充分的尊重，

相信教育能解决好自己的事。

更要关心支持所有教师，无论

是公立还是培训机构教师，他

们只是上级政策的执行者，在

“双减”的变革中，要给予他们

改变的时间和空间。

营造孩子轻松宽容的成长
氛围。教育的“内卷”和“躺

平”，社会层面所形成的舆论和

压力，都难辞其咎。全社会应

该给孩子的成长营造轻松宽容

的氛围。我们既要肯定有学习

天赋，某方面有特长的学生，又

要尊重更多普通的孩子。要在

遵循“因材施教”的基础上，肯

定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孩子的

成长。只要能健康成长，未来

能成为有用之人，能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事业上作出自己应

有贡献的人，都是我们的骄傲

与荣光。

教育如吃饭穿衣一样，是个

人成长中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全社会应用更平和与包容的眼

光去看待教育和孩子。你喜欢

吃满汉全席，也有人喜欢吃稀饭

泡菜，只有当社会更加包容，教

育才真正有可能百花齐放。

社会层面

（作者系彭州市隆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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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格局放大格局，，正确看待正确看待
““双减双减””的作的作用用

“双减”作为国家决策，是国家在

新时代推进社会改革、教育改革系统

工程中的一个环节。“双减”的实施，

冲击了家长们固有的对当前教育的

认识，打乱了部分在“精英教育”路途

中的家长脚步，动摇了部分不规范培

训机构的既得利益，出现短暂的“各

类声音”，是预料之中的事。

家长们一定要放大格局，认识

“双减”的目的，是为营造更加公平公

正的社会环境，实现公民共同富裕中

的一个“子项目”；是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的一个

重要阶段。如此一个“系统工程”，在

实施过程中出现短暂的冲击，是再正

常不过的了。

当前，随着对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的持续深入，“双减”的效果已经慢慢

显现，家长和社会反响也逐步趋于稳

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我们一定

要有信心，充分相信国家发展教育的

信心和力量，与国家保持高度一致，

决不能让有“不轨企图”的负能量牵

头鼻子走。

放长目光放长目光，，明明确教确教育是育是
一生一生要做的要做的事事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互联

网+和人工智能的不断介入，人的终

身学习能力，直接决定一个人未来的

成败。

家长应该有更长远的教育目光，

明确真正的好教育，绝不是靠拼“负

担”、靠“刷题”来实现的；靠无限度加

重学生负担换来的“优异成绩”，绝不

应该成为衡量孩子优劣的“标准”；更

要明确，决定人生成败的，也绝不是

几次升学考试中的优劣。在未来社

会，把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拥有终身学

习能力，能“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

“人”，才是最重要的。

当前，部分家长为了让孩子成为

学习上的“人上人”，能够进入名校，

在孩子身体和心理上“欠下的债”，迟

早是要偿还的。用孩子一生的健康，

换孩子一时的优秀，孰轻孰重，答案

显而易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

项系统工程，任何一项教育改革，要发

挥作用，只有让时间和事实来作出最

公正的回答，教育更是如此。作为家

长，要有安静陪伴，静待花开的耐心。

关注孩子关注孩子，，处理好教育处理好教育
的共性和个性问的共性和个性问题题

面对“双减”，我们要充分尊重教

育的共性和个性——“双减”并非只

做减法，也要因人而异、因学科而异，

有时还要做“加法”。

“双减”的“减”，是要减掉学校作

业过重的负担，是要减掉校外培训过

重的负担；“双减”的“减”，是要扶正

学校教育的正统地位，规范和限制校

外培训的补充地位；“双减”的“减”，

是要减掉学习中低效重复、以健康为

代价的机械练习，是要增加科学高效

的学习。

对于不同的孩子，家长们既要明

确“双减”中共性的“减”，也要针对自

己孩子，适当地“加”。比如，孩子在

成长过程中，是文化知识弱，还是学

习习惯弱？是基础积累弱，还是学习

方法弱？不同的情况，所要采取的个

性化方法，也不尽相同。千万不要一

提“双减”，就人云亦云，“减”就是降

低标准，“减”就是耽误孩子未来。

注意方法注意方法，，紧紧围绕孩紧紧围绕孩
子的健康成子的健康成长长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

养五育并举的未来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是中国教育的方针。因

此，学校和家长都应明确，孩子的健

康成长，远远比一次考试成绩，比一

次升学得失，更为重要。

那么，家长们如何采取有效的教

育方法，做好“双减”中的“加减法”

呢？

掌握好“加减法”的标准，是学生

的全面发展。很多家长忽视了一个

简单而常识性的教育目标，那就是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在教育的这个“长

征”中，走着走着，目光越看越短、焦

点越聚越窄。把一个好学生的标准，

过分定位在“分数”和“名校”这个能

体现“人上人”的教育价值观上。

在落实“双减”的过程中，究竟自

己的孩子需不需要“减”，是减还是适

当“加”，应把握住全面发展这个标

准。如果你把孩子的时间全部用在

文化学习，用在刷题和应试上，忽略

了德、体、美、劳的教育，这时应该

“减”文化学习，“加”艺体劳动教育；

如果你的孩子连基本的学习习惯都

没有养成，更没有基本的知识积累，

那不仅不应减，还应适当“加”。

把握孩子的现状把握孩子的现状，，做到做到
有所有所““减减””有所有所““增增””

“减”心理负担，“增”兴趣培养

——减轻孩子学习和成长中过重的

名利和得失心理负担，增加孩子学习

的兴趣培养，真正让他们乐于学习。

“减”校外培训，“增”校内高效

——减少因“课内不足课外补”的校

外培训现象，提高学校课堂教育效

率，用课堂的高效来换取学生的低负

担。

“减”作业负担，“增”方法传授

——学校教学和家庭辅导中，应尽量

减少用刷题等简单粗暴的方法来提

高应试成绩的做法，更多地考虑有针

对性的方法传授，使学生在掌握知识

的同时，又低负高效。

“减”简单灌输，“增”探究学习

——减少学习中的死记硬背、单向灌

输，更多地利用探究学习、项目式学

习的方式，让学生在做中学，在学中

成长。

“减”单科过重，“增”五育并举

——义务教育中，避免出现偏向“语

数外”等所谓的主要科目，增加学生

负担，要有针对性地促进学生“五育”

均衡发展。

“减”机械训练，“增”任务驱动

——要减少学习中的机械训练，变单

纯的重复练习为任务驱动式的学

习。既减轻学生负担，又能使学生印

象深刻，保持对学习的兴趣。

“减”过难过深，“增”拓展延伸

——要减少考题偏深偏难的现象，特

别是为个别学校选拔学生而形成的

奥数、信息技术奥赛等，人为地加重

学生负担。应增加学科的拓展延伸，

增加学生知识的宽度和广度。

明确“加减法”的底限是体质健

康和睡眠保证。家长在实施“加减

法”时，应把握两条基本底线，那就是

孩子的教育教学负担，应该在充分保

证体质健康和睡眠的基础之上。凡

是以牺牲学生体质健康、视力、睡眠

为代价的学习，都是不科学的，也应

该坚决制止。

体质与睡眠底线，是培养健康人

的基本保证，如果我们培养的连“健

康的人”都不是，那又谈何人才和接

班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