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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印发
2022年工作要点，提出推进中小学教
师减负工作，督促各地落实已经出台
的中小学教师减负清单。2021年7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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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简称“双减”），给中小学教师提出新
的要求。在此形势下，中小学教师不
仅要抓好课内服务，保障学生在学校

“吃饱吃好”，而且还要做好课后服务，
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需求。
对此，需要正确看待，扎实推进，更需
要相关政策配套跟进。

“双减”对教师专业能力
提出更高要求

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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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意见》），其中
提到的“教师负担”，主要是指超出教
师本该承担的职责范围或量的那些要
求或任务，比如各种社会事务进校园、
多头重复填报数据表格等。而“双减”

对教师提出的新要求，如提高作业设
计质量、做好课后服务和家校合作等，
这些本就属于教师从事教书育人工作
所要承担和履行的具体职责和任务。

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双减”的
直接结果是导致了教师负担的加重。
教育改革发展到今天，在面向高质量
教育体系建设、办人民满意教育目标
实现过程中，对教师的能力素质、教育
教学和本职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教
育改革发展越向前，对教师的要求和
挑战越高，越需要教师不断提升自身
专业素养，不断适应教育改革发展的
新要求和新挑战。

《意见》要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聚焦教师立德树人、教书育人主责主
业，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
营造宽松、宁静的教育教学环境和校
园氛围，确保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
心育人。让教师们从很多不必要的事
务中解放出来，能够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在更良好的环境和氛围中开展教
育教学研究，比如做深入的作业研究、
系统的学生研究、持续的教育教学经
验研究等，而这些都是聚焦到了教师
教书育人的本职上。

为教师减负
还需进一步落地生效

《意见》印发后，全国各地都制定
出台了相应的减负清单。相关调研显
示，中小学教师承担与教育教学关系
不大的社会性负担不断减轻，教师获
得感较强、潜心治学趋势向好，教学质
量进一步提高。

地方经验中，许多学校对教师负
担进行了深入调研和精准分类，采取
了集中清理，大幅度减少原有负担；创
新性编制“白名单”；整合平台，显著减
少数据填报工作量等措施。此外，还
可以借力教育信息化技术实现减负增
效同步。借助教育信息技术来拓展教
师减负的路径，既注重利用最新技术
为教师减少程序化的工作任务，通过
信息技术增强教师教育教学的质量和
效能，坚持信息技术双驱动的导向和
路径。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平台辅
助和赋能教师教育教学工作，为教师
教育教学工作提供及时有效的反馈；
开发、整合及应用有关教育资源平台，
实现优质教育教学资源便捷共享，为
教师教育教学丰富资源支撑。

切实加强对教师的
权益和待遇保障

“双减”给教师带来了新的挑战
和要求，这也需要各级政府和学校
为教师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优
质的职业保障。一是加强经济补
偿，设立专项经费，抑或优化中小学
教师工资结构，参照班主任津贴等，
根据地方财力基础和学生人数制定
科学可行的课后服务课时津补贴标
准，确保参与课后服务教师和相关
人员的津补贴。二是给予专业发展
倾斜，建议教育部门协同人事部门
将教师参加课后服务的表现作为职
称评聘、评优评奖和岗位晋升等专
业发展的重要参考，给予教师课后
服务付出的相应认可和鼓励。三是
借力社会资源，通过制定社会机构
参与课后服务的准入标准，由政府
出台指导意见或者机构白名单供学
校选用，加强对课程质量和参与教
师的监管，建立评估和退出机制，通
过社会力量参与课后服务，减轻校
内教师压力，形成学校与社会彼此
支撑又相互促进的良好格局。

近日，杭州市临安区科学技术协
会在临安区城北小学开展以3D打印
为主题的“科普知识进校园”系列活
动，向学生科普 3D 打印知识。近年

来，临安区科学技术协会举办多场次
机器人进校园、老科学家巡讲团进校
园公益科普、3D 打印科普专题、小小
科学家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科技

创客教育活动，为学生搭建零距离感
受和体验科技知识的平台，培养青少
年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1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
新增 1961 个专业点、撤销 804 个专业
点，31种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目录》。其中，重庆大学申请新
增的智能制造工程、智能采矿工程、碳
储科学与工程及临床医学4个专业全
部获批。

智能制造工程、智能采矿工程属于
新工科专业，其申报建设均依托学校已
有的国家级一流专业机械制造及其自
动化、采矿工程的基础，充分发挥学校
在新工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对传统
专业进行改造升级，强化其在学科专业
领域的优势及领先地位。

碳储科学与工程为目录外专业，是
由重庆大学牵头，联合中国地质大学、
中国石油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同时申报
的目录外专业，是重庆大学历史上首次
开创性申报的目录外专业。

教育部在本科专业设置调整工作
中，引导高校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
化剂”，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
文科建设，增设文理、理工、医工等交叉
融合的新专业。

针对双碳领域在碳捕集、碳封存、
碳利用等多环节急需具有深厚理论基
础和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的情况，基于
双碳相关领域的基础与优势，重庆大学
力争成为双碳人才培养的先行者。

2018年以来，重庆大学先后增设智
能感知工程、储能科学与工程、人工智
能、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
术、智能建造、智能医学工程等7个新工
科专业，强化学校工科优势；增设基础学
科专业化学，强化理科基础；撤销财政
学、政治学与行政学、应用心理学、材料
物理、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
程、地质工程、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业
管理、旅游管理等10个与学校办学定位
不相符合、专业基础薄弱的专业，集中资
源进行优势专业建设。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张珩铃）为减
少校园欺凌和暴力事件的发生，提高
儿童预防欺凌和暴力意识，近日，由重
庆儿童救助基金会主办，江津区科协、
江津阳光社会服务中心合作执行的

“阳光童年”预防儿童欺凌和暴力活动
走进江津区鼎山小学，3位种子老师
走进学校，为五年级的师生带去了预
防欺凌和暴力知识。

活动中，种子老师通过热身小游
戏拉近了与学生间的距离，迅速营
造了良好氛围，顺利进入课堂教
学。种子老师采用同学们喜爱的

“讲故事”的形式，让大家认识欺凌
和暴力，并为学生们讲解“身体欺凌
和暴力”“动作欺凌和暴力”“语言欺
凌和暴力”以及“社交、网络欺凌和
暴力”的不同之处。在小调查环节，

同学们积极分享了他们了解的故
事，课堂氛围十分热烈。

本次活动让同学们了解了什么是
校园欺凌，进一步提高了学生预防和应
对校园欺凌和暴力的意识，为学校的安
全工作夯实了基础。据悉，江津区科协
将更加注重预防儿童欺凌和暴力知识
的传播，为打造平安和谐校园、呵护孩
子的健康成长奉献一份力量。

“双减”背景下如何为教师减负赋能
■ 李新翠

2021年度重庆大学
新增4个本科专业

江津区科协举办“阳光童年”
预防儿童欺凌和暴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