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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近日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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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称《意见》）。为什么要推进

“双减”？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双减”？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作出权威回应。

中小学生负担太重
是义务教育最突出问题之一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深
入开展“双减”工作，取得了积极成
效。但现在义务教育最突出的问题之
一还是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
利性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一方面是学
生作业负担仍然较重，作业管理不够
完善；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仍然过热，
超前超标培训问题尚未根本解决，一
些校外培训项目收费居高，资本过度
涌入存在较大风险隐患，培训机构“退
费难”“卷钱跑路”等违法违规行为时
有发生。这些问题导致学生作业和校
外培训负担过重，家长经济和精力负
担过重，严重对冲了教育改革发展成
果，社会反响强烈。

据介绍，针对以上问题，将按照源
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
理等思路推进“双减”工作。充分发挥
学校主阵地作用，坚持应教尽教，着力
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水平和课后
服务水平，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

在校内“吃饱”“吃好”，减少参加校外
培训需求。同时，在加强课后服务、减
轻考试压力、完善质量评价、营造良好
生态等方面作出部署，系统推进、全链
条推进“双减”工作。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

目前，一些学校存在作业数量过
多、质量不高、功能异化等问题，既达
不到温故知新的效果，又占用了学生
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双减”工
作之一就是要减轻学生不合理的作业负
担。此次《意见》提出健全作业管理机
制、分类明确作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
量、加强作业完成指导等明确要求，旨在
有效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

《意见》还对加强课后服务提出保
证服务时间、提高服务质量、拓展服务
渠道等明确要求。教育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学校特别是
小学“三点半”放学现象，带来了家长
因未到下班时间接孩子难问题，有的
还因此把孩子送到校外培训机构，增
加了过重校外负担，造成了“校内减
负、校外增负”，已经成为了社会广泛
关注的热点问题。学校开展课后服
务，可以有效解决家长接送难、孩子没
地方去的问题；可以充分利用课后时
间，提供丰富多彩的服务内容，为学生

提供学习和发展空间；还有助于更好
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促进学
生全面健康成长。

全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近年来，教育部联合相关部门开
展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
到根本解决。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目前全国面向中小学生的校
外培训机构数量十分巨大，已基本与
学校数量持平，鱼龙混杂、良莠不齐，
如果任其发展，将形成国家教育体系
之外的另一个教育体系。由于违法违
规成本较低，因此无证无照机构屡禁
不止，虚假宣传、超前超标、乱收费、与
中小学招生入校挂钩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然存在，机构倒闭等事件时有发
生。此外，近年来大量资本涌入培训
行业，展开“烧钱”大战，广告铺天盖
地，对全社会进行“狂轰滥炸”式营销，
各种贩卖焦虑式的过度宣传，违背了
教育公益属性，破坏了教育正常生态。

据介绍，针对这些突出问题，《意见》
明确五方面举措，一是坚持从严审批机
构，二是严禁资本化运作，三是建立培训
内容备案与监督制度，四是严控学科类
培训机构开班时间，五是学科类收费纳
入政府指导价。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管理
方面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国家还将进
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

提高学校教育质量
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

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外负担，不
仅要严格管理校外培训机构，更要提
高学校教育质量，让学生在校内学足
学好，缓解社会焦虑，降低家长送孩子
参加校外培训的冲动。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指出，推进均衡
发展，缩小城乡、区域特别是同一区域
校际差异，对于减轻学业负担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积极开展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
校成长，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
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同时，要做强做优免费线上
学习服务，提供高质量的专题教育资源
和覆盖各年级各学科的学习资源，提升
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使用率和覆盖
面。为向课堂“45分钟”要效率，《意见》
要求，教育部门要指导学校健全教学管
理规程，优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
提升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学校要开齐
开足开好国家规定课程，积极推进幼小
科学衔接，严格按课程标准零起点教
学，做到应教尽教。

针对当前义务教育阶段考试质
量不高和“唯分数”倾向，以及教师校
外有偿补课等问题，《意见》也提出了
相应举措。据介绍，教育部正在研制
考试管理相关文件，对此作出进一步
部署。

近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菲律
宾塔吉格这所高中约 174 名学生通过

虚拟到场方式参加了毕业典礼。
新华社发（乌马利 摄）

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关
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
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
基本形成结构优化、集约高效、安全
可靠的教育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并通
过迭代升级、更新完善和持续建设，
实现长期、全面的发展。

《意见》指出，教育新型基础设施
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信息化为
主导，面向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聚
焦信息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智
慧校园、创新应用、可信安全等方面
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教育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以下简称教育新基建）
是国家新基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信
息化时代教育变革的牵引力量，是加
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
战略举措。

《意见》提出，要充分利用国家公
共通信资源，建设连接全国各级各类
学校和教育机构间的教育专网，提升
学校网络质量，提供高速、便捷、绿色、
安全的网络服务；推动各级各类教育
平台融合发展，构建互联互通、应用齐
备、协同服务的“互联网+教育”大平
台；依托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
体系，推动数字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创新供给模式，提高供给质量；

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利用信息技术升级
教学设施、科研设施和公共设施，促进
学校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一体化建
设；依托“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创新
教学、评价、研训和管理等应用，促进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

《意见》强调，要加强统筹协调、
健全标准规范、提升支撑能力、完善
经费保障、强化监督评价。由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牵头，建立多部门参
与的协同推进机制，协调解决重大
问题，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本
地区教育新基建的实施方案，会同
相关部门将教育新基建纳入本地区
的教育“十四五”发展规划、网信规
划和地方新基建支持范围；国家和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建立覆盖信息
网络、平台体系、数字资源等方面的
标准规范体系，重点制定平台建设、
数据治理、网络安全等方面的标准；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管理、技
术、服务队伍建设；地方各级教育、
发展改革、财政、通信、工业和信息
化等部门应加强统筹协调，优化支
出结构，通过相关经费渠道大力支
持教育新基建；各地教育督导部门
应将教育新基建重点任务纳入对下
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和对
学校的综合督导评估。

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紧急通
知，要求按照最严酷的极端天气情况
完善应急预案。一旦出现极端天气等
非常情况，要坚决即时启动最高等级
响应，该停学的停学，该停工的停工，
该停业的停业，该停运的停运。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城市

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工作的紧急
通知要求，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
失防万一”原则，按照最严酷的极端
天气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建立第一时
间响应机制。各相关部门要充分利
用各种渠道和方式向社会发布预警
避险信息。

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意见

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 高毅哲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紧急通知

极端天气下，该停学的停学
■ 宗 河

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
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

——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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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胡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