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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机构得到了治理、学生
的校内负担减轻了，那么“鸡娃”的家
长是否就可以“躺平”了？

“之前孩子班上基本90%都在补
课，我们当然也补，如果不补就会落
后。”广东省东莞市的李女士说，她的
孩子现在上初一。暑假的时候，她给
孩子报了线上的数学班，“双减”政策
出台后，李女士说要“等等看”，“如果
大家都不能补的话也好，孩子学习压
力的确很大。”

北京的家长陈冉有个上小学三
年级的儿子，从孩子很小起陈冉就让
他在一家著名英语培训机构学习，

“双减”政策出台之后，她便在家长群
里发了这样的文字：“终于不用上培
训班了，孩子可以有快乐童年了。”没
想到，很快有家长回复：“小明上了普

高，小红上了职高，他们都会有美好
的未来吗？别傻了，只要高考还在，
人家的孩子能上清华、北大，你家孩
子不能？”

这样的言论一出，群里原本轻松
的气氛立刻没有了，一些家长们开始
商量着如何“攒班”。

这就是传说中的剧场效应。在
剧场看电影，前排的人站起来了，后
面的人能不站起来吗？结果是，大家
都站起来了，谁都不敢再坐下。

家长的观念亟须转变，要站在孩
子终身发展的角度上来看待教育，而
不是只把目光关注到一个知识点、一
次考试上。

“转变家长观念的同时后续的政
策一定要及时跟上。”相关专家说。
（学生和家长均为化名）(中国青年报）

““双减双减””之下之下
教育还要迎接哪些挑战教育还要迎接哪些挑战

9月1日，北京家长方圆兴奋地发了一条朋友圈：“新
学期，新气象！‘双减’后的北京小学生可以8：10到校，比
之前推后了约半个小时。不要小看这半个小时，它让家长
和孩子们早上更加从容，体验感极佳！”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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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双减”政策），明确提出要全面压减作业
总量和时长，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提升学校课后服务
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同时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
期组织学科类培训。

不过，“双减”政策并不是简单的调整学校作息时间，
甚至也不仅仅是给学生减负，其目标是构建良好的教育生
态，而最终目的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要想达到“双减”
政策的最终目标，教育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这些年来，校外培训已经成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负担
的重要来源。

“我们每五年都会做一次全国少年儿童发展的研究，
结果发现，孩子的学习压力越来越大了。”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说，2005年填答问卷的少
年儿童基本都是‘90后’，2015年填答问卷的少年儿童就
是‘00后’了，“结果显示，‘00后’周末课外补习的时间是

‘90后’的3倍，2005年时孩子们周末补课时间是0.7小时，
到了2015年时就变成2.1小时了。”

2018年年底教育部召开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
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介绍，截至发布会召开之前，全国
共摸排40万所校外培训机构，其中存在问题的机构有27.3
万所。记者梳理教育部官方数据发现，当年全国共有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的总数为21.38万所。也就是说，全国培训
机构总量已达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量的2倍。

“2013年我曾对那些培训机构创办人说，‘如果你们仅
仅依靠提高分数是很危险的，是没有未来的’，那些人的回
答是：‘如果我们不依靠提升分数，就没有现在。’”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资本更看重的是眼前。

资本裹挟着校外培训机构、机构裹挟着无数孩子和家
长，与教育本质渐行渐远，这成了义务教育之痛。因此，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负担是本次“双减”的重
中之重。

“现在只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双减’政策
对校外培训的影响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观察。”储
朝晖说。

在专家看来之所以要“有待观察”是要看校外培训存
在的根源是否还在，“培训乱象的根源是考试的评价标准
过于单一和学校间依然存在着不均衡。”储朝晖说。这几
年我国一直在对考试和评价进行着改革。

几天前，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
管理的通知》提出，要准确把握考试功能、大幅压减考试次
数、规范考试命题管理、合理运用考试结果、完善学习过程
评价、加强学业质量监测、健全管理监督机制等要求。“义
务教育阶段的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
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功能，除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外，其
他考试不具有甄别选拔功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
玉刚说，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严禁超课标超教学进度命
题。

不过，专家们认为改革的力度还不够。“很多人认为我
们的教育评价已经在改革了，其实我们改的只是考试。”储
朝晖说，教育评价改革应该包括考试改革、招生改革和考
试招生管理体制改革三个层面。但是，多年来改革一直停
留在考试层面上，对其他两个层面没有过多的涉及。

学生的作业少了、考试少了、学生
都回到校园了，那么之后呢？

“减”并不是“双减”政策的根本之
意，正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
奕所说，“我们不仅要‘治乱、减负、防
风险’，更要‘改革、转型、促提升’。”

当学生都回归到校园，对学校教
育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位中学团委老师这样描述“双
减”政策出台之前的情景：“我最怕组
织放学后的活动，一场篮球赛一会儿
被家长接走一个、一会儿被家长接走
一个，都是上课外班的。”

不过学生和家长的理由也很充
分。

“这几年我在学校从来没有听懂
过物理课，老师就按照自己的节奏讲，
没听明白也找不到老师。课外班不一

样，自己有做得不对的题，老师比我还
着急，总是抓住我让我改错。”北京一
名初中生王峰说。

对学校教学来说还要迎接更多更
大的挑战。

“双减”政策出台后，为了教育资
源更加优质均衡各地纷纷进行了尝
试。

李奕介绍，从新学期开始北京市
将大面积、大比例推进干部教师轮
岗。有专家指出，轮岗真正做到常态
化、制度化依然存在很大的挑战，其最
大的挑战就是各地依然存在的“强校”

“弱校”“优质校”“普通校”的差别。“现
在学校还能分出三六九等，只要这种
等级存在教师轮岗就会遇到阻力，而
且学校之间的差距越大阻力就会越
大。”储朝晖说。

一路狂奔的校外培训能否真正“熄火”？ 校内教育能否从此有了底气？

“鸡娃”的家长能否彻底“偃旗息鼓”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