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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西方优越的
“英语忧患”是多虑了

新华社记者 胡浩

近日，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三
小学举办第六届科学节，活动以探究

航空航天等科学奥秘为主线，通过观
摩、互动、体验等形式，助力孩子们放

飞航天梦想。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近期，有西方媒体又开始“担忧”，
随着“双减”政策的推行，中国孩子们的
英语学习会受到影响，英语水平会有所
下降，甚至会影响对外开放。近年来，
这样的论调不时出现，惯常以居高临下
的态度，质疑中国的教育改革举措。这
样的“英语忧患”其实大可不必。

“双减”，强调的是解决义务教育阶
段中小学生负担太重，短视化、功利化
问题，要求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时长，
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从严治理、全
面规范校外培训行为。显而易见，这既
非针对英语一科而言，更不是要降低外
语学习的重要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
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九大则进一
步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
素质教育”。“双减”和考试招生改革等
举措，都是为了落实这一根本任务，这
要体现到各级各类学校的各科课程之
中，减的是课业负担，不是教学质量。
对外语，同样如此。

语言文字不仅是交际沟通的工具，
更是打开认识世界的钥匙。掌握不同语
言，可以使不同文化、种族、国家的人相
互认知、理解，从而拉近人与人、国与国
之间的距离，促进世界文明的彼此包容、
和谐共生。改革开放以来，按照“教育要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
求，我国全面普及外语教育并逐步提高
国民外语水平，外语人才培养的规模不
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中国人掌握运用
外语的能力极大提升，中国青年用兼容
并包的开放精神，面向世界、走向未来。

同时，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加强，中
文在海外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全球
有70多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
系，中国以外正在学习中文的人数约
2500万。学中文、用中文已在海外蔚然
成风。

教育没有固定模式，语言不分高低
贵贱。一些西方媒体的议论，实际反映
的是他们内心所谓的“西方优越”。“双
减”是正常的教育改革，也是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重要举措。对此
担心质疑，乃至生发出“英语忧患”，实
在是没有必要。

本报讯（见习记者 魏星）10月27
日，“赞建党百年·担育人使命”2021年
川渝地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创新培训
班在重庆大学成功开班。本次活动旨
在深入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重大决策部署，服务国家区域协
调发展战略，完善川渝两地青少年科
技辅导员队伍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
促进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的开展。

本次活动由重庆市科协科技服务
中心、四川省青少年科技中心、重庆市
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四川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协会共同主办。重庆市青
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四川省青少年
科技中心、重庆市科协科技服务中心、
重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相关领导出席
开班仪式，来自川渝两地的210余名科

技辅导员及青少年科技组织工作者到
场参会。

开班仪式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
辅导员协会理事长肖铁岩对本次开班
仪式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并对与会学
员提出要求。他表示，本次培训既是
贯彻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
大战略部署的生动实践，也是深化川
渝地区协同发展的务实之举，为进一
步加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的队伍建
设，提高科技辅导员的专业水平提供
了重要契机。对此，一要提高站位，充
分认识举办本次培训班的重要意义。
二要潜心学习，通过培训提升能力素
质，真正把培训当成一次充电赋能契
机。三要勇于创新，大力培养科技创
新后备人才，为谱写新时代绚丽篇章

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近年来，在教育“双减”政策的驱

动下，如何唱好科技教育“双城记”，建
好创新互动朋友圈成为我们共同商讨
的核心问题。四川省青少年科技中心
负责人表示，“川渝两地首次共同举办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织工作者及骨
干科技教师培训班是2020年4月川渝
科协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重
要内容之一，对于两地搭建多渠道合
作平台，大力拓展两地科技教育市场
空间、优化和稳定科技教育生态链，联
动引领西部地区青少年素质教育稳步
提升，促进区域科教事业协调发展形
成优势互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接
下来两地将携手培养一批高素质创新
人才。

此外，重庆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负
责人还就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注意事项
和培训纪律提出了具体要求。

仪式最后，肖铁岩以“新时代青少
年科技辅导员任重道远”为题作报
告。他从我国科技水平现状、当前我
国科技面临的国际挑战以及科学技术
的发展对青少年的具体要求等方面进
行了重要讲解。他表示，做好青少年
科技辅导工作既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需
要，也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需要。

本次培训为期 3 天，采取专家授
课、线上专题讲座、经验分享座谈等
多种形式进行，共邀请了来自全国
及川渝地区的 8 名专家和高级辅导
员开展了知识产权、科技创新等领
域的授课。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部
署在上海市、广东省深圳市、四川省成
都市、河北省廊坊市、山西省长治市、
江苏省常州市、浙江省金华市、安徽省
铜陵市、福建省三明市、湖北省宜昌
市、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山东省诸城
市等12个省市区建立教育部基础教育
综合改革实验区。

“十三五”以来，经过不懈努力，
我国基础教育圆满完成历史性收官
交账任务，人民群众“有学上”问题已
基本解决。面向“十四五”，人民群众

“上好学”的愿望日益强烈，特别是中
央部署“双减”之后，强化学校教育主
阵地作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已成为

基础教育面临的最紧迫最核心的重
要任务。

教育部建立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实验区，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建设高质量教
育体系重要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关
于基础教育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
全国教育大会以来，中央印发的关
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等
重要文件精神，进一步探索深化综
合改革，促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
全优质发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普通高中多样化有特色发展，全
面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教育部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涵盖了省级市、计划单列市、副省级
市、地级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县
级市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据悉，各
实验区都以党委、政府或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名义专门印发了方案，提出了
具体的改革实验内容和举措。

下一步，教育部将深入实验区进
行调研，指导推动实验区围绕高质量
发展，特别是“双减”等重大任务，不断
深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并定期组织
交流研讨，总结凝练实验成果，宣传推
广典型案例，发挥好示范效应，进一步
推进深化全国各地基础教育综合改
革，全面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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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个省市区建立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