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赵雪）近日，万
盛科技馆联合南桐二郎峡社区开展了
以“心行动 爱护航”为主题的心理健康
知识讲座，邀请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
姜惟授课，共计50余名学生参加。

讲座中，姜惟老师通过心理小游
戏、心理绘画等方式，向学生们介绍了
青少年特定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从
青少年的挫折教育、情绪管理、青春期

心理预防等方面深入浅出、理论联系
实际地引导青少年要养成健康心理和
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时，针对与父母、
同学交流沟通中出现的一些困惑、烦
恼等问题进行了互动式疏导。

通过此次活动，大家更加了解
了自己的心理特点，不少同学表示，
学会了如何调整不良情绪和塑造积
极心态。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22 届本科生
毕业典礼暨学士学位授予仪式。

连日来，重庆各大高校相继举
办线上线下毕业典礼，用丰富多彩

的活动和精心准备的礼物，让毕业
生们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人生的
新征程。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万盛经开区科协开展
青少年心理健康知识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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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区级各部门、协会的相
关资源，我们不断引进和开发体育
特色课程，拓宽育人舞台，激发了
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据九龙坡
区育才实验学校校长刘淑兰介绍，
在九龙坡区体育局、区科协、区武

术协会帮助下，育才实验学
校成立了攀岩、科技名师工

作室和传统武术进校园等项
目基地。在引入高水平专业

师资的同时，还通过购买社会
服务开发了拉丁舞、街
舞、轮滑等课程。

为确保“双
减”落地见效，九

龙坡区聚合

多方力量，挖掘各方资源，构建“双
减”后协同育人的教育生态。全区
已建成青少年体育训练基地64个、
全国青少年体育特色学校50多所，
常年参加体育特色运动的学生超
过15万人次。

重庆动物园与九龙坡区科协联
合，在九龙坡区巴山小学开展助力

“双减”科普活动。动物园的工作人
员为孩子们带来黑眉锦蛇、捕鸟蛛
等动物和鸟蛋、龟壳、鹿角等标本，
引导学生们细心观察，新奇的动物
不时引发一阵阵惊呼。九龙坡区还
创新利用周贡植故居、陶行知纪念
馆等本地红色资源，发挥社区学校、
少年宫等校外活动场所的育人作
用。课堂更宽了，视野更广了，孩子
更开心了，家长更放心了。

“孩子更快乐了，更健康了，成绩也稳步提升。看来‘双减’真的很有必
要！”日前，在重庆市谢家湾学校初中部举办的一次家校沟通会上，杨女士
说出了学生家长对“双减”的切身感受。

实施“双减”整整一年，效果到底怎么样？

“‘双减’刚开始时，我们发现学
校越‘减’，家长越‘加’，好像要把在
学校的‘损失’夺回来一样。”谢家湾
学校校长刘希娅说，“学校不能决定
家长的选择，我们只能用质量‘说
话’，用行动和事实来说服引导。”

在加强与家长沟通的同时，谢
家湾学校苦练教学内功。学校优
化因材施教的策略和路径，综合考
虑小学上午课程、下午课辅和中学
晚自习三个时间段，让老师有充分
的时间单独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
遇到的困难。

为对接学生差异化和个性化

学习需求，谢家湾学校建构了“小
梅花课程”体系，有517个综合实践
类专题活动、200多个社团活动供
学生选择。这些机制让学习能力
强的孩子和学习进度稍慢的孩子
各有所获、各自充分发展，“彼此都
不用陪跑”。刘希娅说，谢家湾学
校通过加强教学的个性化和针对
性，基本上做到学习内容“人人清”

“天天清”“科科清”。当每个家长
都相信自己的孩子能得到来自学
校最大程度的关注和支持时，他们
的焦虑感就会降低，对学校教育更
加放心安心。

“双减”的目的是减“负”提
“质”。重庆市杨家坪中学围绕“一
颗阳光心、一副好身体、一身好才
艺、一个好习惯、一群好伙伴、一生
好品格”的“六一成就”特色育人理
念，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据校长李
勇介绍，学校不仅开设了大体育课
程，还成立了足球、射箭等4支专业
队伍和50余个体育社团，“杨中万
里跑”“吉尼斯挑战赛”等20余项体
育活动，都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欢
迎。在加强教学科研、创新教学模
式的同时，学校还通过“作业监控
台”“手机管理站”和“最美教室评
选”等方式，不断引导学生形成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双减”之后孩子们自主的时

间多了，如何引导他们有效地利
用？重庆市九龙坡区实验一小让
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制订个人成长
规划和个人作息时间表，与家长签
订“睡眠公约”和“共度家庭美好时
光”约定。孩子们有了自主“家庭
剧场”，也学会了很多家务劳动，很
多家长也逐渐学会了如何科学、高
效地陪伴孩子。

来自教育部监测平台的调查
显示，“双减”一年来，九龙坡区学
生的睡眠时长都达到了“小学10小
时、初中9小时”；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书面作业的学生占比，由“双减”
前的46%提高到90%以上；“双减”
后，学生对学校教育教学情况的满
意度为96%。

教学质量提升了 家长焦虑减少了

身体素质提升了 睡眠时间增多了

单一训练减少了 协同育人增多了

近日，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通知，要求各地教
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统筹做好2022年
暑期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作出五项部署。
一是科学精准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
针，认真落实国家和地方疫情防控政
策措施，做好暑期值班值守，强化重
点场所管理和校园环境卫生整治，完
善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因地因时因
势调整优化校园防控措施，不断推进
校园管理方式人性化、科学化，不能

“简单化”“一刀切”，不能过度防控、
层层加码。

二是统筹部署安排学生毕业放
假。要做好毕业生学习、考试、答辩、毕
业以及就业服务等工作，周密安排毕业
生离校返校，尊重学生离校留校意愿。
合理安排中小学和高校暑假时间。

三是安全有序保障学生离校返
乡。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省级联
防联控机制（领导小组、指挥部）统筹
下，统一离校返乡政策要求，严格执行
返乡政策，建立健全协调对接和应急
处置机制，保障学生安全有序返乡。

四是切实关心关爱留校师生。
要及时调整校园公共场所管理措施，
做好生活物资供应保障。加强留校
师生员工健康管理、安全教育、人文
关怀，指导师生做好自我防护和健康
监测。实行封闭管理且一段时间内
没有出现疫情的高校，要逐步恢复正
常教学和生活秩序。

五是提前谋划秋季学期开学。
要全面统筹疫情防控和教育改革发
展，科学制订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
与教学工作方案。开学前，做好疫情
防控措施落实、校园环境卫生整治、
人员物资保障、师生返校开学、教育
教学等准备工作。 （本报综合）

近日，教育部举办第六场“教育
这十年”系列发布会，教育部语言文
字信息管理司司长田立新就国家语
言文字事业10年改革发展成就做了
重要介绍。

10年来，语言文字战线坚持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文的国际地
位和影响力随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而显著提升。截至2021年底，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世界旅游组织等10个联
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将中文作为官方
语言，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
教育，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
体系，外国正在学习中文人数超过
2500万，累计学习和使用中文人数近
2亿。 （本报综合）

“双减”一年
看变化

■ 张国圣 李宏

76个国家将中文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

5方面统筹做好
暑期教育系统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