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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落地

天”“卡脖子”的创新。

教育培训的经济利益诱惑很大，资本纷纷入局；而资本为

逐利而扩张，不断“贩卖焦虑”，将大多数家长和学生裹挟其中。

日积月累，这个问题已经显著影响国家人才的发展延续，到了

不得不解决的地步。

因此，中央此次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落实“双减”。“过

去由于种种原因，‘减负’一再被提及，但最终都未能有效落实，

反而‘越减负担越重’。所以，一开始不少课外培训机构以及

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都处于观望状态，很多人都觉得这次也不

会动真格。”

“但他们想错了，低估了中央进行教育治理的决心。”王

健说。2021 年 5 月，中央“双减”政策的部分关键内容就已经

告知到国内重要的课外培训机构；6 月 15 日，教育部成立校外

教育培训监管司，专门治理该领域的相关问题；7月24日，“双

减”文件正式印发。但直到9月1日开学，还有些培训机构“不

敢相信政策真的执行了”。

培训机构业务收缩导致大量裁员、许多培训教师失业，部

分培训机构跑路、家长已交学费难追回维权困难……这确实是

改革中的阵痛。王健表示：“教育领域的改革总是充满艰难险

阻的，很难有各方都满意的‘最佳方案’，只有维护大多数人

利益的‘次优方案’。”

他认为：“双减”的初衷及最终要达到的

目标，对学生和家长充满了温暖和善意。“人

们的疑问是客观存在的，教育部门也不应回避，

而是要以科学、坚决、果断的教育治理，以治

理后的积极成果，来回应公众的疑问。”

今年秋季开学以来，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

和家长已经开始尝到“双减”带来的甜头，他

们更加从容、更加开心。也有家长担心：孩子

在高中之前的负担减轻了，而进入高中以及之

后的高考是另一种程度的要求，孩子是否会跟

不上？这是不是一种脱节？

对此，王健表示：从客观上而言，高中阶

段的学习确实是更为高强度、高难度的，学生

要面临更多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初中到高中的

中考，已经对能适应高中阶段学习的学生做了

一次分流，而高考更是一种选拔性的考试。在高中，我们没有

谈“双减”，但高中教育的改革和后续的高等学校招考制度的

改革将一直进行、不断强化，这种改革的精神其实与义务阶段“双

减”的目的一脉相承，就是更有效地培养人才、选拔人才。义

务教育阶段的“双减”，有利于学生在有效选拔制度下脱颖而出。

例如，近年来数学高考题目中出现的大小和弦的问题，如

果学生懂得乐理知识，就不用去做排列组合也能得出正确答案；

同样，试卷上问维纳斯雕像的身高，若知晓美学上的黄金分割率，

就能答得十拿九稳。像这样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查，在今后的

高考以及高校的自主招生选拔中，将出现得越来越多。

“双减”的同时要“双增”

“双减”之后，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轻了，但教育的责任不

能随之减轻。王健表示：“双减”之后需要“双增”。

“双增”之一是“课堂增效”。学校教师要加强课堂教学

的科学性、启发性、有效性，真正把学科知识讲透。“教师的

授课不能是数年如一日的低水平重复，也要随着教材的更新、

学生实际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创新。对那些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

自我变革的教师，我们应该让他们退出教育系统。”

尤其是在“双减”政策落实后，教师不可能再通过布置“家

长作业”的形式把自己应尽的职责直接“甩锅”给家长，或者

寄希望于间接“甩锅”给校外培训机构；每一个教师必须认真

左图：2021 年 9 月 1 日，湖北武汉。百万名中小学生开学。

学生全面素质的选拔是高考改革的方向，近年来数学高考题目中也出现了大小和弦的问题，图为华师

大四附中管乐队在全国优秀管乐队展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