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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都评论 

 

以有力督导推动“双减”落地见效 
 
杨博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双减”工作要求，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部署建立校外培训机构底数核

查机制。通知强调，各地要充分认识摸清校外培训机构底数的重要性，精心组织，加快推进，确

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对于数据不清、弄虚作假、瞒报欺骗、不担当不作为的，将严肃问

责。 

    推进改革，抓落实是重点。而落实离不开监督检查。“双减”督导被列为 2021年教育督导工

作“一号工程”。从 9月 1日开始，《教育督导问责办法》正式实施。这份新中国历史上首次出台

的教育督导问责文件，以系统的制度设计让教育督导长出“尖牙利齿”。校内改教学方法，校外

抓违规行为，力戒徒陈空文，拒绝等待观望——从设置可操作性督导指标、市区联合执法到督导

结果透明公开，从加强各部门联络协调到加大力度查处隐形变异违规行为，“双减”专项督导半

月通报制度在各地落地开花。 

    “双减”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综合施策、协同推进。唯有学校、家庭、社会凝聚共识、

同心合力，方能推动“双减”落地见实效，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正是从这层意义上来看，

“双减”督导工作需要双向用力、双管齐下。一方面，要监督校内外教育去除急功近利之心，让

教育回归本质；另一方面，要督促学校教育发挥好主阵地作用，构建起良好的教育生态。 

    “减负”的另一面是“提质”。只有切实提升学校教育质量，才能促进学生学业负担科学合

理地减下去。否则，减负之后有可能出现反弹，也有可能削弱基础教育的质量。从近两个月来“双

减”督导工作进展情况来看，各地对学生采取多样考核评估方式，积极助力教育减负增质增趣。

譬如，有的地方把作业设计纳入教研体系，推出更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更体现素质教育导

向的作业。有的地方从不同学生的学习薄弱环节入手，设计出个性化的作业单。改革创新无止境

——这些新举措将为继续向教学要质量打下基础，让学生在校内“吃得饱”“吃得好”。 

    “双减”落地，向全社会传递了科学育人的理念。当学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如

何科学地利用好课余时间，如何真正解除来自家庭的教育焦虑，是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面对的

新课题。这就需要不断完善家校协同的机制，打造高效的社会支持系统，为推动家庭教育转型聚

力赋能。打破教育的“剧场效应”，杜绝“校内减负、家庭增负”，促进学校和家庭相互包容、相

互尊重，方能真正让家长和孩子共同成长，促使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双减”是一项长期性工程，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完善校外培训监管的长效机制，

积极引导校外培训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转型发展。此外，在政策落地实施过程中，要推动教师减负

同步取得实效，确保他们潜心教书、静心育人。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动教师定期轮岗常态化，

激发他们的教学热情和育人情怀。 

    “干一寸胜过说一尺。”要借“双减”督导工作的东风，边推进、边改进，在优化“家校社”

协同育人机制上用实招，在提升教育供给质量上下功夫，努力为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

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