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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蓝震

孩子教育问题，历来是家长最为关心的话题，也是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关注的焦点话题。

一个多月前，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同心桥”栏目曾邀请省政协委员陶骏、颜瑶卿走进杭州拱墅区小河街

道，开展了一场关于教育“双减”的“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活动，线上线下讨论热烈。

就在昨天下午举行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首场“委员通道”集体采访活动上，“双减”话题再次被委

员聚焦。

同样关注“双减”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民盟浙江省委会副主委、省教育厅原副厅长韩平。

“作为一名来自教育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我也在关注家长们都关心的‘双减’教育话题。”在接受钱江晚

报·小时新闻记者采访时，韩平表示，“‘双减’不等于‘放养’，而是教育初心的回归，要为学生与家长松绑、减

负。”

全国政协委员韩平：

“双减”不等于“放养”，是回归教育初心
建议为学生与家长松绑减负，完善课后教育体制机制，加快招生用人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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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被很多人称为“双减

元年”。有家长说：“我发现没有

课外辅导班之后，确实轻松了不

少，但对于成绩也很焦虑啊！”

这种焦虑，道出了不少家长

的心声。

在“委员通道”上，全国政协

委员、北京市第十二中学联合学

校总校校长李有毅谈到对“双减”

的看法时表示，“双减”的实施就

是推动教育回归本质，让学生有

时间、有动力全面发展，把我们的

基础教育引向培养德才兼备、创

新人才的正确轨道。

李有毅还给家长们提供了一

组数据：“双减”后，校园里很多变

化正在悄悄地发生。“我们总校的

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学生人均图

书借阅量由不足 2 本增加到 5

本，体测优秀率增加近 10%，视

力不良率下降 8.63%，超重率下

降 1.81%。学生笑声多了，腰板

直了，脚下有根了，自主时间多

了，学习效率高了。所以在这儿，

我也想跟经常询问如何给学生补

课的家长说，看到这些数据，应该

可以放心了。”

在接受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韩平

也非常认同“双减”改革带来的积

极变化。

“‘双减’是中央部署、全国统

一的行动，是在基础教育领域前

所未有并必将产生影响深远的一

项教育综合改革，事关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事关国家教育体系根

基、事关人民群众奔向共同富裕

的生活成色。”

调研中韩平了解到，去年暑

假以来，以减轻学生校外培训负

担为目标的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已

取得了显著成效，培训市场虚火

大幅降温，培训广告基本绝迹，资

本大幅撤离，培训行业野蛮生长

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以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为目标的校内

“三提高”行动也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

回归教育初心
“双减”改革带来积极变化

“双减”后，学生的作业负担明显减

轻，家长的精力负担和经济负担也明显减

轻，但“鸡娃”的家长焦虑还没有有效缓

解。

这一点，韩平也已察觉。“事实上，‘双

减’不等于‘放养’，而是教育初心的回归，

为学生与家长松绑、减负。”

要想松绑、减少这种焦虑，并非一朝

一夕就能完成。“‘双减’工作初战告捷，但

我们必须看到，‘双减’工作才刚开始，‘双

减’是场立体战、持久战，未来任务更艰

巨，将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深层次的问题。”

韩平说。

他也向记者分析了目前在“双减”改

革中遇到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由于‘分分

计较’的招生录取方式没有改变，家长担

心孩子不参加培训考不上理想的学校，这

也为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死灰复燃’

创造了机会。一些学科类培训机构从明

里转到暗里，由‘地上’转到了‘地下’，出

现了别墅培训、住家教师和众筹私教、以

非学科名义开展学科培训等各类换‘马

甲’逃避监管的问题。”

同时韩平认为，目前课后教育体制

机制还亟待完善。从他的前期调研情况

来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学校课

后服务课程数量和质量有待提高；二是

引进校外教育资源和志愿者参与校内素

质教育的机制还要加快探索；三是校外

社会教育资源匮乏、品质参差不齐，难以

满足学生在课后开展高品质素质教育的

需求。

就在昨天上午，在拱墅区小河街道大

浒路社区红茶议事厅举办的一场“‘双减’

背景下如何优化提升校外素质教育服务

供给”的“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堂”活动

上，与会的委员和专家也提到了课后教育

体制机制亟待完善的建议。他们提出，要

加大校外素质教育全方位供给渠道和服

务供给力度；增加体育、劳动、美育类产品

供给；提供更多个性化、多样化优质校外

素质教育供给等。

“双减”不等于“放养”
课后教育体制机制亟待完善

“现在的社会用人评价缺乏对‘双减’

的正向推动，要扭转‘唯名校’、‘唯学历’

的用人导向。”韩平说，“‘双减’是破除‘五

唯’（指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

唯奖项）顽瘴痼疾、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突出问题、回应社会关切的突破点。”

这次全国两会上，韩平带来一份关于

《加快招生用人改革，促进双减取得实效》

的提案。

在提案中，他建议：一是要树立正确

的用人导向和包容的就业观。要动真格

彻底扭转招录人员唯特定高校、唯文凭

学历倾向。二是要推行建立区域基础教

育生态监测制度。建议总结浙江等地的

探索成果，在全国范围推进建立区域基

础教育生态指数和监测发布制度。三是

要深化考试招生改革。要将推进考试招

生改革作为下一步落实“双减”的有效抓

手。四是要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良好

机制。在家庭教育方面，关心孩子身心

健康、全面发展是家庭学校的共同目

标。

其中提到如何深化考试招生改革时，

韩平建议“要通过深化中考、高考招生改

革牵引教育综合改革”。

“一要提高考试功效。要通过提高过

程评价的信度与效度，确立过程评价的应

有地位，从而使过程评价成为学校评价的

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二要改革招

生方式。要改变长期以来以分数为唯一

依据的招生录取方式，深入推进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积极稳妥探索新的高中招生和

高校招生办法，形成全面发展的评价导

向。从根本上改变考试独大、考试独尊的

不正常现象。”

对于如何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良

好机制，韩平认为，家长在孩子减负中扮

演着多重角色，既是学校教育的配合方，

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角；既是学校落实减负

的监督者，也是家庭落实减负的执行者。

他建议，在社会层面，各类校外社会

教育资源要围绕“双减”为学生素质提升

进行制度重塑，实现资源的有效供给、精

准供给。

加快招生用人改革
促进“双减”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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