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校共育】
以“加减乘除”为突破口
为学生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022年11月， 郴州市第六中学观山学校首届
校级家委会会议举行。 各位家长通过个人自荐和
他人推选，对学校家委会设定的9个部门进行了竞
聘。大家各抒己见，对家委会主任、秘书长、法律事
务部部长、后勤保障部部长等岗位进行竞选。

“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
共同目标。密切家校联系，加强家校合作，也是现
代化学校和学校教育的必然趋势。”相关负责人表
示，家庭、社会、学校形成合力，就会为学生的健康
成长搭建起一个精彩的舞台。

记者了解到，为让“双减”落地，该校以“加减
乘除”为突破口，多措并举提质增效。让教师做“加
法”，每周开展集智研备，强化名师工作室示范引
领；让学生做“减法”，以“课后服务”为续航力，坚
持社团多样化、 兴趣小组特色化、 竞赛活动常态
化、特色活动项目化的理念；让学校做“乘法”，学
校加入了长沙市实验小学“和阅读联盟”，并制定
了阅读教育推广方案，开展各类阅读活动；让家长
做“除法”，家长通过参与班主任论坛活动、校级家
委会、开放课堂、执勤值日等形式参与学校管理，
推动学校工作有效开展。

【科学教育】
将科普课堂搬到乡村田野
赋能教育“双减”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无人机模拟飞行，在玩的
同时还学到了新知识。”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碧
涌镇中学八年级学生杨清说， 希望自己今后也能
有发明创造。7月，该校全体师生正畅享科技盛宴。
原来， 这是县科协组织“助力乡村教育 科技进校
园”系列活动。

记者了解到， 芷江侗族自治县将加强中小学
科学教育作为落实“双减”工作的重要举措。该县
先后投入8150万元建成科普教育基地15个， 新建
创新实验室27间，推动文化馆、旅游景区、大型商
超等增强科普教育功能。同时，做强“优师”文章，
成立3个科学名教师工作室， 组建科普志愿服务
队，引进“博士讲堂”等优质教学资源。并且实施科
普阅读工程，常态化组织流动科技馆巡展，广泛开
展科普教育“双走进”活动，将科普课堂搬到乡村
田野、车间厂房。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则着力于民族地区青
少年科学素养的提升，不仅构建政策保障机制，推
进科普工作社会化、常态化、规范化，构建评估激
励机制，充分调动学校和师生科学教育激情，还通
过优选科学教师、优聘志愿者、优用小讲解员等，
营造“人人爱科学，人人用科学”氛围。更值得一提
的是，湘西州强化学校科学教育主阵地功效，重视
实验室、电脑室等科学类教室建设；强化校外科普
基地建设，共同开发实践课程；强化研学旅行基地
建设，不断拓展科学教育外延，并在校内开足开齐
科学课程， 列入督查必检范畴； 纳入课后服务内
容，统筹安排；州县校三级举办科技创新活动形成
工作常态。

大数据监控作业管理、推行“推门听课”制度、提供个性发展“饕餮盛宴”、将科普课堂搬到乡村田野……

课堂更高效课后趣味多，“双减”实招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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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赋能作业管理、多元化课后服务助力学生个性化发展、亮剑执法让校外培训回归育人轨道……“双减”政策实施两年来，湖南各地各校涌

现了一批举措实、创意新、效果好的典型案例。一起来看看！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刘镇东 杨斯涵 黄京

【作业管理】
种大蒜作业最受欢迎
大数据监督作业布置是否合理

“老师， 我知道大蒜是怎样长大的
了！” 为了激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4月
初，武冈市实验小学布置了以“观察大蒜
的生长”为主题的科学探究作业。学生们
纷纷利用空闲时间，在花盆、菜地种植大
蒜，他们用表格、画图、拍照、文字等多种
方式来记录蒜的生长变化。 这样有趣的
科学作业，深受孩子们喜爱。

记者获悉， 为了提升孩子们的综合
素质能力，武冈市推行“基础+弹性+综合
实践”的作业模式，动员学生积极参与家
务劳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等，全市学
生课业负担明显减轻， 教育教学质量明
显提升。

在永州， 还运用大数据监控作业管
理的新方法，出台《永州市义务教育“三
设计三推进”减负提质实施方案》，建设
教师日常教学管理平台， 对教师每天上
课的教学设计及课后作业管理设计进行
监督。

不仅如此， 永州市教育局要求各校
每月对教师完成情况进行通报， 县市区
（管理区）教育局每月抽查辖区内20％的
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进行分析， 评价结果
与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等挂钩；市教育局
每月抽查4所学校分析，工作情况纳入县
市区年度教育考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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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执法】
分类鉴别
促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健康发展

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打擦边球”的做法，一直饱受诟病。但湖
南各地通过分类鉴别等方式，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监管工作。

常德市出台相关文件，亮明管理底线，细化文艺、科技、体育
等培训类别细目清单，畅通投诉举报渠道；组建300人的“常德
市校外培训机构督查队伍”，制定“常德市校外培训监管队伍工
作任务指引”“社会监督十条”等。

衡阳市石鼓区择优选聘50名教师作为首批专家库成员；精
准构建鉴别流程， 对8所培训机构20多个项目按照标准流程操
作，检测分类鉴别成效，积累鉴别经验；专家组每月对培训项目
进行综合研判，形成“学科类”或“非学科类”鉴别报告。动态公布
培训机构“白名单”，培训机构压减率达91%。

邵阳市大祥区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确定“牵
头部门+协同部门”两条监管主线，纵向构建“区级专班+街道+
社区”三级网格制度，建立健全“每日碰头日报告”“一周一会周
分析”“半月通报月回头”机制。

【智慧监管】
数据共享、信息互联
校外培训回归育人轨道

浏阳市织密监管网络，在关键时间节点，组织开展地毯式巡
查，重点清查违规广告、虚假招生和无证违规办学等。紧盯连锁加
盟、停业注销、资金异动数额较大三类高风险机构，和公安、人社、
金融、政务等部门实施数据共享、信息互联，确保监管不出纰漏。

宁乡市教育部门创新协作机制， 建立校外培训联席会议制
度和联合执法机制，定期召开执法成员单位联席会议，统筹、协
调、指导、监督联合执法和服务工作。实行“联合执法一起抓，问
题处理再分家”的部门联动机制和“乡镇吹哨、部门报到”的乡镇
联动机制，充分凝聚执法合力。

醴陵市积极探索“责任督学+校外培训监管”新路径。教育
督导部门和校外培训监管股牵手，开展专项督导，跟踪落实问题
整改。联合市场监管、文旅、公安、消防等职能部门开展多次联合
督导，有效促进校外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湘潭市雨湖区建立了“三明三强”校外培训监管执法体系来
加强行政执法。与不同部门间的违法线索、监管标准和处理结果
互联互通；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与公安的信息共享和案件移送；
常态化检查机制，各方参与督查暗访。

【课后服务】
提供个性发展“饕餮盛宴”
多形式充分挖掘育人功能

课后服务在“双减”中极为重要。为给学生们提供丰富多彩的课
后服务内容，湖南各校充分挖掘课后服务的育人功能，不断在服务内
容和服务形式方面探索创新。

每天下午第8节课，篮球场上，爱好者们恣意驰骋；乒乓球台上，
小小银球来回飞扬；绘画室里，一支支画笔描绘着美好梦想；书法培
训教室里， 飘出一股淡淡的墨香……这是祁阳潘市红军学校正呈现
的一片热闹欢快景象。而沅江市芙蓉学校使课后服务“课程化”、服务
内容“多元化”，逐步形成了六大类70多个精彩纷呈的活动课程。

此外，衡阳师范学院附属小学通过引入衡阳师范学院优质资源，
形成“联合建设优质课程，确保需求能满足”“联合搭建展示平台，确
保‘双减’有成效”等工作模式。

沅江市则通过念好服务、监管、考评“三字决”，全面助力课后服
务高效提质。比如，甄选“智趣新课后”优质资源，融和乡土特色，开设
“洞庭之声+艺体”“洞庭之水+环保”“洞庭之魂+实践”3类课程体系，
为课后服务提供个性发展的“饕餮盛宴”；祁阳市聚力建机制、搭平
台、优服务，创建社区读书室55个，建立多元考评体系，同时搭建“学
生社团”“兴趣小组”“行走课堂”“开心农场”等六大资源平台。

【教学改革】
创设教学情境明确目标
大数据赋能教育评价

作业负担减轻后， 要想让学生学得好， 课堂质量就显得非常重
要。为了实现减负提质，打造高效课堂，平江县城北学校坚持推行“推
门听课”制度。同时，在评价学生方面，学校也不单纯看学科成绩，而
是从品德发展、学业发展、身心发展、兴趣特长四个维度评价学生。特
别是针对不实行纸笔考试的年级，通过“语文超市”“数学欢乐谷”“诗
词大会”等活动来实现测评，既检测学习成果，又让孩子们快乐成长。

而在长沙市十一中，该校则以智慧课堂教学作为“双减”重要突
破口，运用信息技术和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来重构课堂教学结构，创
立“三元五环”教学新模式。“三元五环”教学模式聚焦一个核心，即学
生核心素养培养；明确课堂教学的参与、互动、发展“三元”目标；借助
智学网智慧教学平台支持教学， 规划教学流程， 以创设情境明确目
标、自主学习个性指导、合作释疑互助研讨、精心点拨启发引导、巩固
训练整理提高等“五环”整合课堂教学过程；运用教学数据分析等功
能，实时实现教学互动和评价。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相结合”的
“双主”教学结构，实现对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科核心素养得以提升，
学习质量明显提高。

【体艺育人】
点燃孩童梦想
拓宽人生未来道路

“双减”背景下，各校学科、体艺两手抓，形式多样的体艺课遍地
开花。石门县湘佳永兴学校携手高校“以琴育人”，一段“千里琴缘”点
燃了孩子们心中音乐梦想。 该校援引浙江大学音乐学院退休教授儿
童手风琴教育专家张曙亮先生义务支教3年，启动手风琴特色育人项
目。面向全体学生教学手风琴；分年级成立3个百人乐团，每天进行40
分钟训练；成为四川音乐学院手风琴与现代乐器系的教学实践基地，
拓宽了山区孩子的音乐之路。

株洲市芦淞区樟树坪小学聚焦学科评价体系构建，确立了以“体
育意识、体育知识、体育技能、体质健康和体育行为”五个维度的学科
评价体系。指导学生制订课后锻炼计划，围绕既定目标的增值做出自
评和互评，以“月”为单位，对学生进行对比增值记录，夯实提质的基
础。学校还研发了相关手册，家校协同促锻炼。通过两年实践，学生的
肥胖率、近视率均有所下降，体质健康合格率、优良率均超国家标准，
学生体质明显提升。

株洲市二中附属小学学子正在玩轮滑。记者 刘镇东 摄

长沙县中南小学学子正在做罐头爽。记者 刘镇东 摄

长沙市雨花区长塘里小学学子正在进行科技科普活动。记者 刘镇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