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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双减”落地 教育归来
□六安市裕安区梅花小学  朱成红
“双减”针对校园教育主要有“三提”，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提高课
后服务质量。面对“双减”政策契机，教师如何能借力“双减”倒逼自己提高专业水平和育
人质量？以下是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双减”背景下教师提高教学质量的做法
（一）减少“懒惰”：加强学习，增加育人亮度
“双减”政策对学校教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需要保持“终身学习”
“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的状态。教师面对一届又一届新学生、新家长，他们是变化的、
复杂性的、有鲜明个性的群体。如果教师不与时俱进，不努力学习，不精进专业，会被时代
所淘汰。教师职业，需要教师时常更新思维、迭代知识，打破舒适区，重构自己的教育系
统。教师要给予学生一生受益的教育，做学生成长路上的“大先生”、引路人，就要从减少
“懒惰”勤奋学习开始，增加教师育人的专业魅力和亮度。
（二）减少“随意”：落实课堂，增加育人信度
“双减”之前，教师在备课时思考如何把40分钟讲出层次、讲出效果，更多放在“讲”，而
对于“练”与“习”有“随意”之心。“双减”则是所有教师聚焦如何落实课堂、提升质量
的一次成长，课堂教学设计、教学方式、教学手段、评价机构、课堂管理都是要去研究的内
容。教师要从熟悉教材体系、知识结构、年段目标入手，对所教学科横向、纵向知识网做到
如数家珍，减少“随意”。要根据学生年段特点设计课堂。创造课堂、创生课堂，真正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
（三）减少“依赖”：优化作业，增加育人温度
“双减”以前，很多教师“依赖”市场上五花八门的教辅资料。这样使用教辅资料，或许表
面上方便了教师和学生，甚至家长，但实际上束缚了教师专业成长和延展空间。而且一些教
师总是给学生布置低效能的作业，降低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效率。所以教师一定要重视作业
的设计，综合过程性表现、学习表现、家长需求、学生爱好、班级建设目标、班科整合等方
面，将学生分为不同层级。每一层学生作业内容不同、作业量不同，作业有共性，更强调作
业的个性、实践性、探究性、趣味性、创新性。这样能帮助学生打牢基础，教学质量也会有
明显的后劲。同时应注重增强作业和生活的联系，让学生们学会学以致用。教师要减少“依
赖”，优化作业设计，增加育人的温度。
（四）减少“畏惧”：开发课程，增加育人厚度
“双减”要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良好教育生态，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利，缓解家长焦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减”的目的是要质，而作为学校教师，要提高育人质量，就要有课程意识，减
少“畏惧”，努力开发建设课程，拓宽学生的成长跑道，增加育人厚度。我们要结合学校育
人理念、育人目标、年段目标、班级目标，开发有意思的年级课程、班本课程，促进五育融
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要让课程成为教师、班级、年级、学校的品牌。
（五）减少“等待”：探索评价，增加育人高度
“评价”是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中的“硬骨头”。作为教师，要结合国家评价改革相关文件，
结合学校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主动探索、完善育人评价体系，增加育人高度。“双减”
的实施，必将带来对学生评价的变革。在学校的系统设计基础之上，更需要教师的完善、优
化，方可形成科学、可行的学生综合素养评价体系。有了评价的导航，“双减”落地才有针
对性、精准性、实效性。教师只有不断研究，才能有专业的精进。
二、“双减”政策下的教育思考
把童年还给孩子，把本真还给教育，愿学生且行且歌，不再步履匆匆。“双减”实施后，作
业少了，辅导班停了，没有出现很多人担心的“荒于嬉”和“躺平”。我们欣喜地发现，家
长和学生，反而做起了教育的“加法”。“双减”落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正在回归。
曾几何时，学生学业方面“压力山大”。书包越来越重，镜片越来越厚。很多学生在书山题
海中，“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但“家事国事天下事”，漠不关心。学生的童年，
没有“百草园”，没有“绿茵场”，有的只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无止无休的“英才培
训”。这样的童年，透支人生，学生无法行稳致远，这样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培养新时
代的创新人才，必须实施素质教育，使学生从繁重的课业负担中走出。“双减”落地，无疑
正当其时。
“双减”政策“忽如一夜春风来”，吹拂着教育的一方乐土。学生和父母一起旅游，跋涉在
文化乐旅之中；学生沉浸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在诗和远方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学生渐渐
读懂自然、山川、人生、生活这些“大书”，而不只是教科书。诚如一句教育金句：“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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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剩下的便是教育。”正是这些课本知识之外的体育、旅游、实践等活动，帮助着学生
开阔视野，涵养心志，扩大格局，塑造人格，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双减”落地，让教育成为“一种优美、健康、不悖乎人性”的教育，让学生减掉沉重的学
业负担，让每一个学生精神自由舒展。

教育感怀
心中的明灯
□祁门县胥岭学校  程夏姿
二月开学的第一天，天空飘着蒙蒙细雨，远远看到汪鑫强老师骑着电动自行车进校门，我顿
时明白了，汪老师还继续来上课，把这届九年级学生带毕业。
每个人在求学生涯中都会遇到不少老师，也有许多人继承他们的衣钵，甚至和自己的老师成
了同事，我就是其中一个。想为家乡教育做点力所能及的贡献，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几年
前，我终于如愿来到母校任教，从此和我的数学老师——汪鑫强老师成了同事。
记得初来母校，我的感觉是物是人非。母校还是那个母校，可几乎找不到原来的印记，幸好
那棵板栗树还在，帮我找回曾经的一点点记忆，它一直见证着胥岭学校的成长路。开学会议
上，我一眼就认出了汪老师，亲切地叫了一声“汪老师”，他当时没认出我。完全可以理
解，汪老师一生带过的学生无数，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我只是这无数学生当中的一个。后
来我和他提到我当时的班主任、我的同班同学，他终于记起来了。我和汪老师开玩笑说：“
汪老师，我们以前师生没做够，您只带过我一年数学，现在来与您再续前缘，做同事。”他
笑着说：“好，好。”“初来乍到，新接手的班级情况我一点不知，以后麻烦您的地方一定
很多，千万别嫌我烦。”“有什么好麻烦的，我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事尽管和我
说，能帮忙的尽量帮忙。”有了老师的这些话，我放心多了。
初到一个学校，中途接班，对原来的情况一无所知，班级管理的难度可想而知。得知这一情
况后，我进退两难。我后悔过，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呢？彷徨过，我能把这个班带好吗？
我有这个能力吗？这时候，汪老师就劝慰我“既来之，则安之”，“现在这个烫手山芋你不
接也得接了。我们搭班的这一批老师都是很不错的，都很敬业。你放心大胆地去干，我们都
会尽力配合你的。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校领导也叫我放心干，尽力就好。想想只能硬
着头皮往前冲了。
要想扭转学风，必须从整顿班风开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那两年，一路跌跌撞撞，其
中的艰辛无以言表，有时真想打退堂鼓。汪老师总是一路鼓励我、开导我，给我指点迷津，
帮我排忧解难。班级管理出了问题，他帮我支招；教室的白板出了问题，他帮我解决。遇到
电脑技术问题，如制作课件、录课、后期的剪辑、配音等，他随叫随到，有时甚至是手把手
地教，一遍不会两遍，两遍不会三遍……
汪老师总是亲切地叫我“夏夏”，我告诉他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夏夏，最近还好吧？没遇
到什么麻烦吧？孩子们还听话吧？”“夏夏，班上现在的班风、学风比开学初好多了，好样
的，继续加油！”“夏夏，这个弄懂了没有？”……有时聊到退休的话题，我脱口而出：“
汪老师，我离不开您，要是您退休了，我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可怎么办？”“所以你要好好
学呀，除了我，学校里也还有其他的高手可以请教。”我呵呵一笑，说道：“再不行就电话
骚扰您。”
汪老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不仅对我如此，对他所有的学生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午休
时间、课外活动时间，还是课间，只要走进他的办公室，都能看到他在帮助学生释疑解难。
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来问问题，他耐心细致地引导学生思考，一遍又一遍地讲解，总是能让学
生茅塞顿开。
汪老师对待教学一丝不苟，每一堂课他都精心准备。记得去年学校教导处统一安排了公开
课。汪老师没有因为自己是即将退休的老师而推托。负责教学的副校长和他说不上也是可以
的，大家都可以理解。他说：“不，我一定要上，这是我的最后一堂公开课，我不仅要上，
而且要努力上得更好。”这节课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给学生和听课的老师留下了很深的印
象。
有人把教师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句话用在汪老师身上再贴切不过了。从汪老
师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什么是教育情怀。汪老师身上舍小家为大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
们大家永远学习。
胥岭学校像汪鑫强老师这样心里始终装着学校、装着学生的老师还有很多。写此文时，我和
几位同事聊了聊，我说姑且就归纳为“胥岭精神”吧。“对，‘胥岭精神’，你总结得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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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了！”一同事笑着对我说。
头脑中“老骥伏枥”这几个字不停地闪现，这不就是汪鑫强老师的生活写照吗？他在胥岭这
块责任田里任劳任怨辛勤耕耘了四十余载。他如今坚持将这届九年级学生带到毕业，不就是
为了这些学生，为了胥岭学校的发展吗？得遇良师是学生一辈子的幸运。汪老师是我心中的
一盏明灯，也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汪老师的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相信也会影响到更
多的人。我会谨记汪老师的教诲，将这份教育情怀继续传承下去，为家乡的教育事业继续添
砖加瓦。

课堂内外
不让灰尘作底子
□望江县实验学校  王  盛
美的环境，一定是以干净作底子的。环境，对人有种不着痕迹的暗示、熏习和濡染作用。班
级文化的理念和整体的卫生观需要深植于师生的内心，并且要把理念与观念付诸常态行动。
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这样才能在校园内营造干净、美丽的风景。
我校班主任都非常重视环境育人，各班都能形成师生共同设计布置班级文化的局面，他们都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班级打造得更美丽，营造得更温馨。
走进教室，映入眼帘的是主题鲜明的黑板报，各班教室墙壁上基本都开设了班务栏、励志
栏、学习园地、荣誉榜栏、作业温馨提示等栏目，有的班级甚至设置了班主任寄语栏、班徽
栏；教室各角落开设了植物角、图书角、卫生角，等等。置身于教室内，能感受到浓厚的育
人氛围。
郑英老师说：“美的环境，一定是以干净作底子的。干净，永远是美的第一要素。所以，打
造美的教室，要从干净开始。”我们的教室，整体上看来宽敞明亮，窗明几净，室内外墙裙
白色的瓷砖洁白得如明亮的镜子。在日常工作中，班主任在育人方面有着“干净”的行动，
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最近，笔者发现大部分班级窗台上有灰尘。这灰尘与干净的走廊、洁白的墙裙以及明亮的窗
户很不协调，让人感觉这灰尘成为教室走廊里的一个“亮点”了。当然，各班教室窗台上的
灰尘的厚度不一，从灰尘厚度中，笔者可以判断班级值日生擦拭的次数。全校25个教学班，
我可以归纳出每天擦拭、每周擦拭、长期不擦拭这几类。
针对窗台上灰尘“亮点”现象，笔者私下与部分班主任进行探讨交流，这个现象给我们教育
工作者带来哪些思考呢？值日生每天扫地、擦窗、擦墙裙时，为何忽略了窗台？建筑物是个
整体，为什么学生就不会去整体地打扫卫生？笔者认为，学生没有树立整体的卫生观，这样
很难培养出全面、完整、严谨的思考问题的习惯。陶行知先生说，“生活即教育”。生活中
若形成这种“残缺式”的思维模式和做事方式，那么学生在做事时肯定会出现丢三落四的现
象，在学习中也容易出现审题不完整、解题过程遗漏、答题不规范等现象。
出现这种现象，教师需要思考，我们在指导学生劳动时，在培养学生卫生习惯时，是否缺少
了整体的思想。教育是成体系的，单项的教育中能见到整体的教育，整体的教育中能见到单
项的教育。打造美的教室，教室文化的布置要与教室环境卫生相统一，这样我们的教室才显
得有美感与质感。
为了解决窗台上灰尘“亮点”现象，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树立师生整体的卫生观。笔
者与班子成员商议，在全校开展“引导+示范+自动+自查+检查”美化校园行动，并明确把此
行动作为德育处的一项常态管理机制。
引导，就是全体班主任要引导学生树立整体的卫生观，整体卫生观不限于教室内外的边边角
角，还包括各班级卫生区的每个角落。
示范，美化校园行动的第一周，班主任老师带领值日班干与值日生共同参与卫生打扫活动。
参与过程以示范为主，在做的过程中，增强学生整体卫生观。
自动，美化校园行动的第二周之后，每天值日班干带领值日生一起打扫卫生。值日班干参与
卫生打扫活动，一直到全班同学一个轮回结束为止，然后由每天值日生按照学校规定的时间
段进行卫生打扫和保洁。
自查，自美化校园行动的第一周开始，每天卫生打扫结束后，值日班干按照班主任示范的标
准，对卫生打扫情况开展自查，若有不达标之处，立即通知当天的值日生进行整改。
检查，学生会每周五上午大课间时间段开展一次全校卫生大检查活动。把窗台卫生纳入检查
范围。每周一在学校橱窗的公示栏里，公示上周卫生检查结果。德育处把每周的卫生检查结
果作为“月文明班级”评选活动的一项指标。
自学校开展 “引导+示范+自动+自查+检查”美化校园行动以来，每次巡班时我再也看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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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窗台上有灰尘了。通过工作的思考与实践可以看到，只要我们把“美的环境，一定是以
干净作底子的”这一班级文化理念和整体的卫生观深植于师生的内心，并把这理念与观念付
诸常态行动，并养成习惯，我们教室窗台上就再也不会出现灰尘作底子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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