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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推进数月，家长们“体感”如何？记者走访发现，蔓延全社会的教育焦虑感大幅
减轻，但同时，部分家长仍在纠结，觉得自己对于孩子成绩提升“没地方使劲儿了”。随着整
顿教培机构乱象初步见效，“双减”也真正开始破冰深水区——全社会教育理念的改变。

北京市海淀区的赵先生正
在犹豫要不要给还在上幼儿园
的孩子报个班。赵先生本身并
不赞同各种“开发”“启蒙”等
培训班。

“但是有个现实问题。”赵先
生说，“现在孩子不管是家里教也
好，报班也好，上小学一年级前
都会很多东西，甚至有些都会
100 以内的加减法了。时间长
了，小学的老师就默认有些东西
孩子们已经学会了，家长怕自己
孩子跟不上，所以报班就成为必
然，也就开始内卷。”

这种担心在家长中颇具一
定代表性，记者采访几位北京的
家长，他们都在为孩子上一年
级努力，或者报班，或者自己在
家教。

李玮说：“这其实是家长的自
我加压，小学一直是零起点教学。
孩子即使会算一些加减算法，但是
不懂算理，所以不管会多少，学校
都是从头教。”

配合“双减”政策，教育部今年

上半年出台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
学衔接的指导意见，小学实施入学
适应性教育，将一年级上学期设置
为入学适应期，改革教学方式，与
幼儿园衔接。该意见还特别提到
幼儿园和小学要帮助家长认识过
度强化知识准备、提前学习小学课
程内容的危害。

“幼儿园主要以培养孩子习
惯为主，不做知识培养。”李玮
说，“小学和幼儿园有互访机制，

我们入学也有前测。学习新东
西，孩子们一开始都会比较慢，
这是正常情况。比如汉语拼音，
按照教学大纲，要在一个月以内
教完，孩子刚开始肯定使用不熟
练，很多家长紧张这个，其实没
有必要。”

以前，家长抱怨学校除了给孩
子布置作业，还给家长布置，现在
学校不布置了，家长又担心孩子的
成绩。

过度紧张的家长们没有注意
到，“双减”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已经
悄然发生了。

“双减”如何给焦虑的家长减压

家住呼和浩特市的林女士孩
子上小学三年级，“双减”以来，她
最满意的是学校的延时服务。

“现在延时到每天下午五点五
十分，孩子基本上把作业都写完
了，有的老师都已经批改完了，回
家后玩一会，看看课外书。我感觉
他比以前喜欢学校了。”

林女士孩子所在学校延时服
务已经开展两三年，但是以前只有
星期一到星期三有，而且只到下午
四点半，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两点
四十就放学了。孩子回家拖拖拉
拉不想写作业，一会吃一会玩，玩
也不轻松，写也不耐心，让林女士
很头疼。

“双减”以来，各地纷纷出台政
策，学校提供延时服务，虽然在具

体时间、是否辅导作业、是否开
设兴趣班甚至是否收费等方面
各学校并不一致，但是总的来讲，
延时服务有两点让家长们满意。
一是孩子在学校就基本上可以完
成作业，比回家写效果好多了。
二是兴趣和体育活动让孩子更
喜欢学校。

“我觉得就相当于一个托管
所，还能让爹妈安心上班的托管
所。”上海市嘉定区的赵女士说，赵
女士孩子所在学校下午放学后，学
生自主选择拓展活动 30 分钟，如
书法、美术、阅读、游戏、体育锻炼、
科学小实验等。活动后写作业、自

习、阅读。
在光明日报微博关于延时服

务的一项小调查中，有网友回复，
延时服务家长满意了，老师的负担
加重了。事实如何呢？

北京市星河实验学校国美分
校校长李玮说：“从下班时间来讲，
确实比以前晚了，像我们学校原来
四点半下班，现在要五点半。我们
通过弹性时间上下班解决这个问
题，一方面上班时间适当延迟；另
一方面，下午不带兴趣班的老师可
以先下班。”

呼和浩特市一位老师表示，
“双减”之前，虽然放学早，但是还

要开会、学习等，其实并不能放学
就走，现在延时服务，虽然晚了一
点，没有特别大的差别。

林女士说：“家长其实并不想
让孩子这么小就把所有时间花在
上课上。以前有一种焦虑感，觉得
人家的孩子都在报，自己孩子不报
好像投入不够，怕被甩下。现在这
种焦虑没有了。”

不少家长持林女士这种心
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焦虑完
全消除，跟风报班少了，但是
针对孩子学习的“紧张感”仍然
存在，比如“一年级焦虑”，比如
不报教辅班改为追捧文艺体育特
长班。

实际上，这是一个家长更信任
学校还是更信任辅导班的问题。

学校延时服务能否代替教培机构

““双减双减””政策下政策下，，变化悄然发生变化悄然发生

在网络上关于“双减”的话题
下，总有回复表示家长们还是想给
娃报辅导班，升学压力在，就无法
不在乎成绩。

但“双减”真的会让孩子学的
更少、成绩掉落吗？

“‘双减’是社会层面的一个提
法，对于学校来说，其实是‘双升’，
既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又提升
学校教学服务的水平，本质是教育
教学方法的变革和精进，提质增
效。比如我们现在，作业总量少
了，但是老师们花在研究怎么留作
业、留什么样的作业上面的时间增

加了。”李玮说。
“双减”推进以来，李玮一个切

身的感受是孩子们状态好了很多。
“比如我们学校走廊的板报，原来的
作品一看就是家长帮助做的，现在
变了，是孩子们在主动表达他们的
生活。还有一点，现在和我开玩笑
的孩子多了。这都是很好的变化。”

在家长们仍然纠结要不要报
班，社会仍然讨论教培结构是非的
时候，孩子们被教育焦虑压抑的主

动性如同春日的小草，悄悄而又活
泼地冒了出来。

林女士三年级的儿子第一次
拒绝了妈妈辅导写作文，完全自己
写，虽然作文分数没有上一次高，
但是老师用红笔圈出两段话，认为
写得非常好，鼓励他继续。

“实际上不管是中学还是小
学，有一条非常重要且带有普遍性
的经验，凡是学生在学习中能够有
自主性、自觉性，能够自律，这孩子

的学习 99%都是很好的。”清华大
学原副校长谢维和日前在北京市
朝阳区“感受发展 走进朝阳 走
进校园”教育沙龙上说。

谢维和说：“‘双减’的实质精
神，不是被动去减，关键要拓展儿
童的心理空间，负担减下来以后，
让他能够充分发挥自主性，有更大
的心理空间和成长空间，要给孩子
这样一种文化空间。”

一个对学习有主动性和热情
的孩子，你觉得他会多学还是少
学？你还会担心他的成绩吗？

据光明日报

“双减”如何释放学习主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