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打乒乓球去。”沈峰的提议，总能得到
自己孩子的积极响应，只是如果临时起意，乒乓
球场地很难预约。

“以前也是盲目跟风，看别家上补习班，自己
也着急。”沈峰告诉记者，“双减”政策落地以
来，他终于松了口气。

多了课外时间，少了课外补习。沈峰的孩子
脸上笑容多了，有了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发现兴趣
和特长。现在，沈峰带着儿子多番尝试艺体类的
培训课程，期望找到儿子最喜爱的那个。

“双减”政策落地已一年，记者走访湖州一
些曾经校外培训机构集中的区域发现，昔日门
庭若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已不见踪影，培训市场

“虚火”大幅降温，“野蛮生长”现象得到有效
遏制。

印发《湖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机构学
科类与非学科类项目鉴别指导意见》；发出首张学
科类培训机构“营转非”办学许可证、对学科类
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规范其经营行为；开
展寒暑假校外培训专项治理；严查学科类隐形变
异行为……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扎实推进，我市校
外学科类培训治理成效明显。

书法、美术、编程、口才……近日在大都汇
城市生活广场，新东方的编程教室内，老师讲解
编程相关知识点，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该机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双减”
政策落地，新东方也在积极寻找新出路，在经历
了转型之初的低谷期之后，总公司重新整合优化
教育资源，以培养中小学生兴趣、科技和实践能
力为目标，组织团队研发美育类、科技类、实践
类等课程，受到了学生家长的欢迎。

“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
势在必行，很多学科类培训机构对未来发展方向
感到迷茫，但也有部分机构直面新的挑战。记者
采访过程中发现，学科类培训机构想华丽转身还

有些困难，只能慢慢摸索，寻求突破，但转型成
素质教育，或是转做非学科类培训，是不少机构
的方向。通过新增艺术、实践、科技类培训以及
中小学生校外托管服务等合规项目，他们走出了
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目前，我市学科类校外培
训机构均已转型和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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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印发。一年
过去了，“双减”政策在湖州落地情况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双减”一年 有啥变化

■ 文/记者汤若静 本版图片由市教育局提供

艺体类培训机构大热，图书馆成了暑期热门场馆……今年，越来越多的孩

子享受到了暑假的欢乐，不再奔波于各学科机构补习，而是在实践中收获成长的

欢乐。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落实。一年过去了，“双减”政策效果到底如何？湖州的孩子在校和家庭生活发

生了哪些变化？

在吴兴区织里镇晟舍小学，为管控作业量，
有效保障当天作业总量不超一小时，各班会在黑
板上设立“作业公示表”板块，各个学科的教师
将当天作业写在表里，班主任做好最终协调后，
再将“合格”的作业记录进“回家作业公示表”，
并张贴至学校的每日作业公示栏，实现控量有交
流、有监督、有调度。

这一年来，学生的校内作业总量得到了控
制，结构上也发生了变化。

在安吉县第七小学李静宁家长眼中，孩子的
变化很直观——作业在学校里完成了，午睡的时
间也多了，孩子还和老师一起设计能躺着午休的
课桌椅。“原来回家写作业总是拖拖拉拉，要我们
催，现在放学后主动查资料，研究那个可以躺着
的课桌椅，兴趣大得很。”李爸爸说。

这一年，作业设计更优，研讨成为教师们的
常态。“双减”之下，作业设计该如何进行？

德清县舞阳学校教师通过开展教师作业设计、

设计菜单作业的能力研究活动，布置分层、弹性和
实践性作业，让学生拥有选择权利，强化反馈功
能；安吉县第三小学将作业与学科拓展融合，运用
阅读、游戏、实践、调查、实验等方式，以个性化
的“学”来拓展运用知识，探索拓展作业；同时，
让力所能及的家务、生活必需的技能、德育公益、
亲子互动、体育锻炼等生活技能和体育活动项目融
合进来，丰富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双减”落地后，我市牢牢牵住教学质量的
“牛鼻子”，做好课堂教学的“加法”和课后作业
的“减法”，向课堂教学和作业优化要质量，用智
慧与巧劲推进高效减负。

“在课堂教育教学上，革新授课理念，营造良
好授课环境；改变课堂地位，尊重学生主体性；
引入新媒体技术，突破授课限制……”市教育局
基础教育处负责人介绍，通过这些方式，激发学
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构建高效课堂，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提质增效。

变化二
作业减量提质 学业休息两不误

随着蝉鸣的响起，又一个暑假
到来，孩子们的假期托管开启。

7月11日，我市第一期暑期托
管班开班。炎炎夏日，孩子们在凉
爽的图书馆里阅读，在操场上挥洒
汗水，在歌曲中聆听旋律，在画布
上挥洒想象。

足球课堂上，老师手把手教孩
子们颠球。“大家在颠球的时候屈
膝，脚向前上方摆动，用脚背击
球，击球时踝枢纽牢固，击球底部
中心。击球时使劲平均，使球一直
把持在身体四周……”同学们在认
真听老师讲解颠球技巧后，便迫不
及待开始练习。这是南浔实验小学
暑期托管中的一幕。

今年暑假，家长们安心把孩子
送进学校，因为这里有丰富的游
戏、亲切的老师、尽职的保安、可
口的饭菜，还有一群小伙伴。

“双减”实施一年以来，寒暑假
托管、课后服务相继成为学校标
配，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有效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在寒暑假托管和课后
服务中，个性化服务始终是关键词。
劳动教育、非遗文化、传统民俗等主
题形成特色活动，为孩子们带去丰

富多彩的课后服务体验。
“双减”，对学生、家长来说是

一种“减负”，但对学校及教师而
言，却是责任和担当。

在长兴县龙山中学，对老师的
人文关怀一点没少，实行“6+2”
弹性上班模式，为参加课后服务的
教师子女提供贴心托管，每月为教
师准备一杯奶茶、一张电影票、一
份小糕点，渗透人文关怀，让教师

收获“幸福时刻”。
据市教育局数据显示，一年

来，全市所有126所小学和88所
初中均启动了课后托管服务，参与
课后服务学生234955人，占在校
学生总数的88.70%；参与课后服
务工作的教师16465人，占学校教
师总数94.88%；全市参与暑期托
管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生31054人
次，参与的教师6815人次。

变化一
学科类培训机构转型 家长带娃有了新方法

变化三
托管服务成标配 服务内容不断丰富

不过，随着“双减”工作的
持续推进，一些新的难题正在逐
渐显现。沈峰告诉记者，身边有
些家长仍在偷偷“补课”，“隐形
变异”“小黑班”的现象依然存
在，社会和家长的教育焦虑仍旧
存在。

“双减”并非一蹴而就，但必
须直面家长焦虑。湖州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王贤德博士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在落实“双减”政
策的这一年里，不少调查和研究
已经证实，“双减”政策在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
校外培训负担上的效果是明显
的，如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取缔、
课后作业的减量提质、多样化课
后服务供给等，都为孩子的全面
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王博士建议，接下来，要把
“双减”政策的落实推向更加细
致、更加纵深。在学术研究上，
需要更多的学者持续聚焦“双
减”政策落地研究，不断充实研
究力量。目前来看，学术界关于

“双减”的高质量研究在大幅减
少，这对于深化落实“双减”政
策并不是好现象，对此需要进一
步去调动研究者的积极性和研究

热情，为“双减”落地提供专业
和智力支持。毋庸置疑的是作为
一项育人事业的“双减”，必将是
一项长期性工程，还需要更长的
时间来进一步检验、推进和完善。

市教育局专职副总督学范丽
华表示，要进一步做好“双减”
工作，需要校内校外同发力。在
校内，一方面，进一步深化课后
服务，探索利用科技、文化、体
育等方面社会资源，推进面向学
生和家长的在线答疑服务建设与
提升课堂教学水平并举；另一方

面，提升课堂教学水平，从教学
规程和评价体系两方面整体构建
教育教学新体系。在校外，加大
培训机构治理力度，依法依规严
厉打击学科类培训转入“地下”
或以“家政服务”“众筹私教”等
名义进行“一对一”“一对多”等
隐形变异培训行为，同时也要加
快非学科类机构分类监管，防止
出现虚假宣传、随意涨价、恶意
炒作、超时段收费等违规行为，
还孩子一个快乐、安全、健康的
成长环境。

专家说
校内校外同发力“双减”落实应更细致深入

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检查走访培训机构

孩子在全民健身中心练习球技

师生共同测试自主设计的可午休桌椅

龙山中学教职工带孩子体验学校贴心托管

学生放学后看学校的每日作业公示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