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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落地

要“减负”：减的是那些不必要的冗余任务、会议、考核，让

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到教育上来。

同时，需要为学生提供课外服务之后，教师的工作量客观

增加了，他们的相应待遇是否也能有所增长？王健提出：每个

教师能承受的工作量不可能无限增加，那么“双增”将会带来

对教师数量需求的增长，教育系统相应的编制是否可以随之补

充？教师在学校的时间比之前延长了，是否也可以根据每个人

家庭的实际情况，让教师们拥有更为弹性的工作时间？这些，

都是“双减”“双增”带来的新要求。

教师轮岗能消灭“学区房”？

本次中央的“双减”政策中，并未直接提到教师轮岗，但

这项政策是否要全面推行、将怎样推行，以及它与“学区房”

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民众热议的话题。

尤其是，几乎在“双减”政策开始逐步为社会知晓的同一

时间段，2021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点名“学

区房”，强调“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增加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给，防止以学区房等名

义炒作房价”。在这之后，北京、深圳、合肥等多个城市均出

台了有关规范学区房市场的政策。这又加强了人们对两项政策

之间的联想。

2021年8月25日，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奕介绍称：新

的学期，北京将大比例促进干部教师轮岗交流，第一批的试点

区为东城区和密云区。下一步，北京全市将有计划逐步扩大试点，

在2021年年底之前，再启动6个区的干部教师的轮岗交流试点。

北京的方案中，本次交流轮岗的对象是义务教育阶段公办

学校校长（干部）教师，包括公办学校正、副校长和在编在岗教师。

发布会介绍：北京市东城区将力争用三年时间，实现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干部教师 100% 交流轮岗；密云区 2021 年已安排

教师区域内流动27人，下一步还将再安排中小衔接流动30人。

需要注意的是，当下北京提出的教师轮岗为学区内轮岗。

上海在目前“双减”的具体方案中，没有专门提到教师轮

岗的内容。王健向《新民周刊》记者表示：上海在这个领域正

在谨慎推进，目前采取的也是学区内轮岗的做法。他认为：推

进教师轮岗工作的根本目的是着眼于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

实现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更好地服务学生。“轮岗带来周边

环境和资源的相应变化，肯定会对学区房产生一定的影响，但

寄希望于让教师轮岗来‘消灭’学区房，这是不现实的。”他说，

学区内轮岗可能会让学区房的热度不再过于集中在某几所学校

周边，但整个学区依然会成为家长选择的热门区域。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综合研究部副主任张家勇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教师轮岗交流不会对学区房有实质性影响，

普通学区的房价可能会温和上涨，热点学区的房价上涨幅度和

速度可能会放缓，但不太可能有较大下降空间。全社会追求优

质教育资源、追逐重点名校的情结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名校

与普通校的差距不太可能因教师交流轮岗彻底消除，名校效应

也不会因此消失。

将来，教师轮岗有可能走出学区的范围之外吗？王健表示：

这是一个比较难实现的设想，因为要考虑教师的通勤成本、家

庭安置等实际问题。“哪怕是在同一个区内轮岗，上海的一些

郊区从区里的一角到另一角的距离也很遥远；更别说大范围的

跨区轮岗了。”

在北京有过的探索中，曾经把海淀、东城的老师流转到延

庆或者密云这样的远郊区县，轮岗时间为一年或三年，但实际

成效并不太好。

同时，轮岗交流的持续时长该定为多久，也是一个要着重

研究的问题。王健说：“轮岗要求教师不能长期在同一所学校

任职，但教育实践中也不乏扎根同一所学校几十年而获得很好

的教育成果的教师的例子。这样的矛盾如何调和，还需要我们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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