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上这些教育话题最受关注

课后延时服务，如何开展才皆大欢喜才皆大欢喜？？
新高考模式下新高考模式下，，需要怎样的高中教育需要怎样的高中教育？？

“双减”政策如何更好地落实到位，高中教育又该怎样面对新高考方案……

昨天上午，政协无锡市第十五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众多委员将目光投向了教

育领域，就时下热点各抒己见。

更好落实“双减”——
课后延时服务升级“花式套餐”

【现状】
去年 7 月，义务教育阶段“双减”政策出台，

“延时服务”成为这项政策落地的重要一环。
市政协委员、无锡师范附属太湖新城小学副

校长沈萍注意到，延时服务作为一项尚处于起始
阶段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
和挑战。一方面，很多学校来不及重构课程，只
能将课内课外简单相加，造成课内、课后“两张
皮”的状况。另一方面，过长的在校时间让学生
身心俱疲，尤其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有些孩子
甚至快睡着了。”

【建议】
从学校层面来看，沈萍建议，将“课内加课

后”的模式，统筹成“课内融合课后”的模式，“五
育并举”，丰富延时服务内容。可以争取退休教
师、学生家长、体育教练、民间艺人、能工巧匠、非
遗传承人等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服
务力量，为学生提供形式多样的服务；也可以适
当引进资质优良、行为规范、信誉度高、无违法违
规记录的社会组织和校外专业机构参与课后服
务。同时，要为教师减负，考虑实施“弹性上下
班”“零星假”“关爱假”等制度，提高教师的工作
热情。

从社会层面来看，
她建议政府出台“补
充”条例，给学校一
定的自主权，比
如提高午餐标
准，涵盖“三
点半师生小
点心”工程；允
许划拨专用经费
在政府采购平台购
买学校没能力开设
的延时服务课程。

沈萍还建议家长加强与
学校的沟通，根据孩子自身情
况合理培养兴趣，避免让学生
结束延时服务后，又扎身于校
外过重的学习中去，从而将延
时服务变成为学习压力增加
的“帮手”。

推进以美育人——
让向智育倾斜的天平重新平衡

【现状】
“重视美育已成为整个社会的教育共识，但

据调查，我市不少中小学校在美育工作的全面
落实方面依然存在问题”，市政协委员张丽娟关
注到，有的只把美育写在课表上，以种种理由不
上、少上或象征性地上艺术课；有的教师、课程、场
地、器械等相关资源普遍短缺，使得一些必要的美
育课程无法开设；有的主要以学习美育基本知识
或基本技能为主，并不关注学生真正的审美体验；
还有许多学生上课是为了考试、比赛或拿级，没有
持久的兴趣和发自内心的热爱，难以形成长久的
体验性美感。作为一名高中语文老师，张丽娟
认为，“双减”政策的落地是让向智育严重倾斜
的教学天平重新平衡的一个良好契机。

【建议】
张丽娟呼吁，未来的教育要更注重培养学

生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能力。她
建议学校从多个维度入手。首先，要树立“以美
育人，以文化人”的美育宗旨，依照国家课程标
准，制定教学计划，开齐开足并上好美育课程，
不得以任何理由删减挤占美育课程。其次，要
加大教师培养力度和资源建设力度，可以采取
引进、培训、购买的方式，充实和优化师资队伍，
同时，建议全市公办中小学统一美育教室配置
标准、器材保障标准、教研基地建设标准等，为
美育普及提升提供资源保障。

在此基础上，加大教学改革力度，通过采用
多样化方式教学，寓美于教。最后，把美育作为
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重要内容，让其
在学生的全面发展中发挥重要的素质导向作用。

对接高考改革——
与之配套的“教学评”都要转型要转型

【现状】
江苏等八个省份 2018 年秋季入学的

高一新生已整体性进入了“3+1+2”新高考
模式改革，语数英采取全国卷，不分文理，
以院校专业组的方式按照平行志愿投档，
合并本一本二。与高考政策相应的课标
变化与教材变化使诸多学校面临教学管
理模式的调整转型，教师面临课程标准与
新教材的逐步适应，学生面临选科走班的
学习挑战。

【建议】
市政协委员、民进无锡市委副主委

曹罕硕建议，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
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不能让教师“单兵
作战”，而应当让学校、教研组，乃至整
个教育部门参与进来，让教师对新课标
的认识更全面和系统。其次，教学评价
体系也应当作出改变，“可以把步子迈大
一点，进行多方面尝试。”曹罕硕表示，敢
于尝试并不代表着盲目冲动，与之配套
的教、学、评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如
江苏省锡东高级中学探索国家课程的
校本化实施，构建“创中学”学校课程，
有效提升课程质量，拓展创新教育实践
路径。

此外，曹罕硕认为对教育的投入仍需
要加大，特别是一些实验室，在此前的调
研中，发现有的教育教学设施与目前的课
程要求已经不匹配了，需要进行更新和整
改，以满足学生学习的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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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

当前，青少年健康问题已经从由
食物匮乏造成的营养不良转向了不
健康饮食造成的营养不均衡。有委
员以中小学生早餐膳食行为为重点，

随机性地对无锡市区421名小学生与初
中生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约20%左右
的学生不能保证每天都吃早餐，早餐膳
食结构也不合理，超四成的学生早餐中
完全没有食用大豆类及其制品和坚果
食物。

针对这种情况，市政协委员陈敬华提出，
要强化中小学“食育”教育，培养学生形成良好
的饮食生活习惯，学习饮食知识与提升选择和
判断食品能力。作为未成年人的中小学生，膳
食营养与健康更多取决于家长的膳食知识与
理念，因此“食育”不仅要在学校推行，更应全
民推广。此外，陈敬华认为，还应在学校中推
行“校园营养餐计划”，建议教育、卫健、财政等
部门从实际出发，就逐步推行做出相应的制度
安排。 （晚报记者 施剑平 陈钰洁）

近年来，中小学生肥胖率持续上升，近视
率居高不下且呈现低龄化倾向，肺活量、耐
力、速度、爆发力、力量等身体素质水平持续
下降。

市政协委员杨建忠提出，不应把孩子固定
在学校和家庭的狭小空间中，让

学生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活动身心，他建议应
增加中小学体育课的比重，保证一天至少一节
体育课，并且限制文化课程占用课间活动的时
间。同时，将家庭体育锻炼由选修变为必修；
学校也可以利用延时班或俱乐部时间，开展多
样化体育课程教育。

强化“食育”教育 从中小学生抓起

将家庭体育锻炼 由选修变为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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