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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课堂周刊 

 

“双减”之下，我们这样重构教学 
 

北京师范大学常州附属学校校长  潘继云 
 

    “双减”政策的出台，旨在还原教育原本的模样，让教育回归本真。在我看来，“双减”之

下我们重构教学，要体现以下三个原则。 

    1.以学习者需求为中心。为谁设计教学？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这是首要思考的问题。课堂转

型、重构课程归根结底是为了适应当下形势需求，培养未来人才。因此，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都

应该是“学习者”，也就是学生。了解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与当下时代特征，顺应学生认知世界

的方式，遵循学生的学习规律与特点，尊重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以多元视角来设计课程教学。 

    2.聚焦素养与能力培养。“双减”之下，教育教学活动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聚焦学生的核心素养，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力，是我们此次课程教学体系升级的主要目标。

我们对标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重构当前线性的、单一的、碎片化的课程教学体系，为学习者设

计以跨学科为特征“五育融合”、主题式、项目化的体系，让学生浸润在开放式、探究式的课程

教学新样态中。 

    3.重点突破，立体展开，以点带面。我们以语文学科为切入点进行延展，并深钻细研，力争

做出特色，做成体系，以此为点带动其他学科的课程教学变革。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搭建“作业+”课后服务课程选修超市。“双减”的终极目标是减轻学生

的课业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只有把学生从超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

教育不再“唯分数”，教师才能静下心来研究教材，学校才能安安静静做教育，学生的学习也不

再只是刷题、课后也不再只是从一个机构转战另一个机构，当形成了科学的正循环，教育的良好

生态才可能真正建立。 

    如何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如何丰富学生的课后生活、拓宽学习视野？我们提出了“作业+”

的课后服务思路。其实，“双减”并不是不要作业，适当的作业是课堂学习的有益补充、巩固和

延伸。我们认为高质、适量的作业是有必要的。 

    作业多少为宜？“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

间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 90 分钟。”学校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制定

了不同学段、不同学科、不同学业层次的作业标准，让每位教师有标可循，作业数量和质量由年

级备课组长把关，年级组长进行统筹，同时每周固定一天为“零作业日”⋯⋯学校定期和不定期

进行检查，结果纳入教师综合性评价。 

    学校在小学段下午放学后安排集中作业时间，在初中段增设晚自修，这期间安排当日作业学

科教师巡课，解答学生作业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同时为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兴趣，开

阔学生视野，学校搭建了课后服务课程选修超市。 

    课程选修超市以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为导向，设置了适应学生认知特点的差异化课程资

源。针对学生年龄特点，我们推出了“琴歌曼舞”“翰墨书香”“阳光健美”“科技创新”“流芳华

彩”等五大系列近百种特色项目。在选修课程超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个性发展进行选

择，以期实现“六个一”的目标，即“写一手好字、讲一口外语、会一种乐器、精一项运动、有

一门爱好”，最终实现让学生“多一些儒雅”。 

    “双减”意味着学校发展要切换新的赛道。新赛道里，道阻且长，还好我们已经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