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多措并举为学校和教师减负
受访对象认为，教师承担非教

学任务的现象屡禁不止，反映出有
的政府部门在推动工作时作风不
扎实，将部分本职工作“甩”给学
校。不少基层教育工作者建议，应
采取多种措施从根源上为教师减
负：

——完善学校非教学任务准
入机制。受访对象提出，应由各级
教育主管部门牵头，对教师承担的
非教学任务进行全面清查，向社会
公布并接受监督。“全社会都应强

化一个认识——教师的根本任务
是好好上课，教书育人，努力提高
教学质量。”贵州一名小学校长说。

—— 细 化 教 师 减 负 清 单 内
容。今年全国两会，民进中央在提
交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教
师负担的提案》中建议，细化教师
减负清单内容，增强可操作性，明
确教师工作职责范围和学校拒绝
非教学事务干扰的权利和保障制
度。

——建立健全投诉机制。相

关部门要设立投诉专线，增设网络
投诉渠道，保障教师被摊派非教学
任务时，可以有正规且畅通的渠道
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切实为学校
和教师维护正当权益撑腰。

——将教师减负清单纳入各
级督导、督查内容。定期对各级党
政机关和学校落实“减轻中小学教
师负担”的相关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对执行不力、落实不到位的党政机
关和学校要严肃问责。

据新华社

对教学秩序造成一定干扰B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吕德

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
授许光建等专家认为，一些地方将
基层治理工作转嫁给教师，产生诸
多不良后果。

首先，会挤压教学时间、侵占
教师精力。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中心课题组调研中，南方某市一名
乡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说自己“挤时
间做教学工作”，“平时3/4的精力
都在应付形式主义工作，只有1/4
的时间用于教学”。

记者对中部某县一所乡村学
校 8 名班主任、2 名校长花在非教
学任务上的时间进行粗略统计，9
月 1 日至 9 月 8 日，上述 10 人工作
日每日累计用时均超过2小时，其
中4名教师的用时超过3小时。“等
待和催促家长回传截图等消耗的
碎片化时间、精力也是巨大的，但
无法精确估算。”这所学校的副校
长说。

其次，过于频繁的非教学任务影
响家校关系，不利于树立尊师重教的
社会风气。

陕西某小学校长介绍，很多
文件都要求有文字、图片或视频
等资料，这些任务都被安排到教
师、家长身上，容易造成家校矛
盾。暑假期间，相关部门要求班
主任每天让家长反馈孩子安全情
况，由学校汇总提交，家长不领情
也不理解，学校和教师夹在中间，
里外为难。

贵州某县一名小学校长说，该
校不少教师在帮忙征缴医保时曾
遭学生家长质疑：“收医保关你们
老师什么事？！”一名中学教师告诉
记者，他催学生家长缴纳医保不被
理解，“脾气好的家长不理我们，差
的要吼几句”。

此外，繁重的非教学任务也对
学生造成消极影响，并滋生新的形
式主义。

多名学生和家长说，为尽快完

成老师布置的任务，部分小学高年
级学生和初中生代替家长在手机上
完成注册App、网上学习、截图等操
作。这在农村地区尤其严重，“完全
是形式主义”，不少家长吐槽。

一名小学教师指出，为落实
“双减”，学校、老师和家长花很多
精力对学生的手机进行管理。然
而，很多非教学任务使学生不得不
自己操作手机，一定程度上消减了

“双减”成果。
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说，有

一次班主任要求学生完成一项实
名认证工作，晚上10点发通知，要
求12点前必须完成。她当晚未及
时查看消息，被老师在群内多次提
醒。“这相当于点名批评，孩子为此
不敢去上学。”

记者采访发现，形式主义的非
教学任务还影响了部分教师的职
业荣誉感。一些教师吐槽，现如今
的老师不仅是“孩子王”，还是“接
盘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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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收费、点赞投票、清点牲畜……

部分中小学教师被非教学任务所累
长沙规定，不得将面向社会开展的宣传教育、信息采集和调查统计等事项通过学校转嫁给教师；烟台市教育局要求，不

得强制或以与考核挂钩等方式要求教师安装与教育教学无关的App、关注平台公众号以及参与点赞投票、问卷调查、网络答
题等；青岛市市南区提出，建立教师不合理工作负担清理机制……

近期，多地陆续发文，对给中小学教师减负作出具体规定，引发关注。
“新华视点”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然而，部分地方中小学教师仍承担过多非

教学任务，一些本应由政府部门完成的工作也进入校园，挤占教师正常工作时间，有些还引发家校矛盾。

实际上，早在 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
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
见》。随后，全国多地出台相关措施。然而，很多
地方的中小学教师反映，当前教育以外的工作负
担依然沉重。

一名小学校长告诉记者，上学期，县里将统
计碘盐食用率的任务交给学校。为此，教师只好
千方百计收集学生家中的食用盐，做好标记送有
关部门检测。而检测结果出来后，该部门又提
出，要求老师对食用非碘盐的家庭进行科普并回
传记录。

这种情况非个例。各地教师给记者列举曾
做过的非教学任务，种类多达10余种。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在
湖北、湖南、河南、甘肃和贵州等地农村开展专
题调研发现：中小学教师承担大量非教学任务，
不仅包括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比，还包
括消防安全、防溺水、反诈、普法、动员学生家长
打疫苗等任务，其他政府部门的大量创建类工
作也借助学校来完成。

陕西多名教师反映，暑假期间，相关部门要
求其写防汛标语、拉警戒线，轮流巡河且必须拍
照、签字。

一些行政单位还将本部门的工作层层加码
给学校。多地乡村学校校长对记者说，学校曾被
要求代收家长人身意外保险费、催缴水费等。因
办学要依赖多部门支持，学校担心拒绝后会带来
更多不便，于是不得不承担下来。

山西省一名乡村学校教师告诉记者，畜牧局
统计农村牲畜存栏量的任务也被分配给学校。
老师需统计农民家中饲养猪、羊、牛等情况，填好
表格、搜集照片。“不少农村老人不会用智能手
机，有几位老师只好到农民家里清点牲畜数量。”
该校校长说。

贵州一名乡村小学校长说，当地镇政府给学
校摊派征缴医保的任务时，会根据完成情况排
名，垫底学校会被通报批评。陕西多名受访校长
和教师也称，他们要按相关部门要求统计缴纳医
保情况，“没有缴纳医保的学生和家长，我们还要
一个个打电话询问缘由，并劝说其缴纳”。

A部分教师被非教学任务所累

新华社杭州9月26日电（记者 田
光雨 牛梦彤 刘金辉） 26日，杭州亚运
会乒乓球项目首枚金牌在杭州拱墅运河
体育公园体育馆诞生。中国女队以3:0
战胜日本队，实现亚运会乒乓球女团五
连冠。

首场比赛，女单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
莎对阵日本队的早田希娜，两位“00后”选
手此前交手九次，孙颖莎保持全胜。
早田希娜本场显得有些慢热，孙颖莎
以 11:6、12:10 拿下前两局。此后早田
希娜状态回升扳回一局。第四局双方

比分紧咬，战至 9:9 平，孙颖莎把握住
关键球，连得两分获胜，为中国队取得

“开门红”。
孙颖莎赛后表示：“跟此前几次大赛

相比，这次亚运会团体赛我承担了更多
任务，也有更多收获，要感谢这个团结的
集体。”

第二场陈梦与平野美宇的对决最为
跌宕起伏。双方开局就陷入胶着，战至
10:10后，陈梦连取两分拿下首局。接下
来平野美宇手感火热，以11:8、11:7连胜
两局，大比分领先。在主场观众的助威

声中，陈梦愈战愈勇，以11:8扳回一局。
决胜局，陈梦没有给平野美宇太多机会，
以11:5拿下。

“我在场上打得比较艰苦的时候，看
到场下队友给我眼神的鼓励，心里就会
涌起一股力量。”陈梦说。

第三个出场的王曼昱面对日本新星
张本美和的挑战。由于双方此前从未交
手过，王曼昱有些不适应对方的发球，出
现多次接发球失误，以 6:11 输掉首局。
张本美和此后有些急躁，进攻失误增多，
王曼昱抓住机会以 11:4、11:7 连赢两

局。第四局，王曼昱连续挽救四个局点，
以13:11逆转取胜，为中国队锁定金牌。

中国乒乓球队女队主教练马琳赛后
表示：“今天这场比赛是我们近期对阵日
本女队打得最为激烈的一场，充分体现
出了中国女乒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当天日本队出场的三名球员均为
“00后”，其中张本美和年仅15岁。谈到
日本队的年轻队员，马琳说：“她们今天
发挥得都很好，相信今后我们还会经常
在大赛决赛中相遇，期待中国队有更好
的表现。”

国乒女队连赢三场拿下亚运五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