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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视野 

 

“双减”后，考试指挥棒会有变化吗 
 

本报记者  姚晓丹 
 

    开学不到半个月，不少家长、学生已经实实在在体会到了“双减”带来的变化——学校的课

后服务多了，学生在校时间长了；课外作业少了，而且都在学校写完了。以往家庭里“辅导作业，

鸡飞狗跳”的情景少了，匆匆忙忙奔波在补习路上的焦灼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轻松愉悦的亲子时

光。 

    一方面，家长们感叹孩子的学习、生活节奏终于回到了正轨；另一方面，记者注意到，一些

刚刚从焦虑紧张的“教育战车”上“下车”的家长，心中依然有着疑虑——“孩子总要面临选拔

考试，这样的节奏能维持多久？” 

    考试，始终是检验学习成果的指挥棒。在“双减”意见中，对于“考试评价方式”有着这样

的表述：“深化高中招生改革，逐步提高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分配到区域内初中的比例，规范

普通高中招生秩序。”在北京、上海、辽宁等省市出台的新中考方案中，也出现了增加“校额到

校”名额、一些科目开卷考试、一些科目的考试取消百分制转而采用“等级赋分”（成绩分为 ABCD

几个等级）的方式计分、增加过程性评价等改革举措。 

    在考试评价方式更多元的今天，这些措施能否打消家长的疑虑，恢复良好的教育教学生态？

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和师生代表。 

    是否把担子压回来，不少家长在观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家长表示对当前的改革很放心，但也有一些家长仍有顾虑。家长

们的顾虑分为两类，一类是“担心日常”，另一类则是“担心未来”。 

    北京市东城区小学一年级小朋友豆豆的妈妈李颖就是“担心日常”的家长代表。从豆豆 3岁

半开始，她的“鸡娃”之路就开始了。“双减”政策出台后，豆豆的培训班从 6 个变成 3 个，只

保留了数学、钢琴和书法，“语文、英语、口才”被退掉了。但是，她又和别的家长一起，买了

不少试卷和教材，决定自己给孩子“加一些作业”。 

    “为什么还要主动给孩子增加负担？”记者不解地问。李颖的回答，代表了一部分家长的心

声：“没有考试，没有排名，我对孩子的基本水平心里没底。我的孩子到底处在班里的什么水平

段上？每隔一段时间学习有没有进步？我不了解，就无法对他的未来给出预判，也无法制定适合

他走的道路。给他买卷子，是为了及时掌握他的学习水平，把他的每一次成长都尽收眼底。” 

    于是，在培训班市场秩序逐步规范的今天，教辅教材市场却渐渐“热”了起来，记者发现，

一些教辅试卷在网络平台月销数十万件。伴随着试卷同时附送的，还有“解题分析”，大多数会

同时提供二维码，给出一段几分钟的辅导教师授课视频，吸引学生进一步报课。 

    另一类家长“担心未来”，他们的担心主要体现在考试评价上。北京市西城区小学三年级学

生家长蒋林告诉记者：“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是激烈的考试。以前老师们常说‘一分一操场’，

今天哪怕不‘分分必争’了，但是总会有孩子因为分数差异上不了心仪的学校。总会有孩子上北

大，有孩子读职高，就我个人来说，我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能上‘985’‘双一流’。”所以，

这些家长心里的“弦”也不敢放松。 

    尽管在采访中，这些家长也坦言，过程性评价、等级赋分等方式给予孩子成长“容错率”，

告别了“一考定终身”可能带来的误差，但是，他们还在等待，还在观望，观望着未来是否要随

时把学习的担子给孩子“压”回来。 

    减的是学生负担，应该“加”的是课堂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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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些家长的担忧，教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表示理解，但是他认为，应

该首先看到学校教育发生的可喜变化，并明白这些变化的意义所在。“此前校外培训无序发展给

学生带来的沉重负担毋庸赘述，同学们可以说是身心俱疲。今天国家提出‘双减’，主要是减掉

沉重的课业负担，同时，让校内教育质量再上新台阶，确保孩子们把省下来的时间精力用在最值

得的地方，也让家长放心。”顾明远说。 

    他认为，这是改革发展的必经阶段。“如果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高了，孩子们在校内就学懂

学会了，同时，分层教学又让孩子们各有发挥空间，这样，他们的学习兴趣提高了，从被动学习

变成主动学习了，家长们还需要对他们的未来放心不下吗？还需要一步步为他们制定计划吗？”

顾明远说。他建议家长们转变观念，家庭教育以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学习兴趣为主。 

    北京市特级教师、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何郁同样认为，改革必然有循序渐进的过程，努力提

高校内教育质量是未来的方向。“其实，可以从文件用词的变化看出此前孩子们的负担有多重。

之前我们谈到‘减负’，说的是‘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今天的‘双减’政策，解决的是学

生的‘课业负担’。可见学生的负担已经不是‘额外的’，而是重到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影响

到基础教育质量了。家长们应该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对学生们来说，‘减负’是迫在眉睫的。”何

郁告诉记者。他认为，减的是学生的负担，但随之应该“加”上去的，是课堂学习质量。“在学

校，要让孩子们在学习上‘吃饱吃足’，在题目上‘练会讲透’，在学校学得越好，家长们就会越

放心。”何郁说。他建议家长，不要把文化课试卷看得太重，让孩子主动学习、快乐学习、全面

发展才是良好的教育教学生态。 

    完善过程性评价，评价结果要“可感知” 

    考试评价体系改革关乎着“双减”的效果，如何改，能否打消家长的顾虑和疑惑？不少地方

已有近年来改革的新鲜经验。如上海市推行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绿色评价体系，整个体系由“学生

学业水平指数”“学生学习动力指数”“学生学习负担指数”“教师教学方式指数”“学生品德行为

指数”等十大指数构成，运行一段时间以来，学生的学习动力、师生关系等都有明显进步。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家长仍对分数有“执念”。有家长谈到，“分数是最公平的”，

担心当前的“过程性评价”、等级赋分等方式可能会导致大家都差不多、拉不开对比度的现象，

所以不敢放松对分数的追求。对此，何郁认为，尽管“过程性评价”着眼于日常表现，但是，“学

生对学习的态度，学习的状态、深度、广度及其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和力量感，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家长肯定看得到，学校当然也看得到。未来对于‘过程性评价’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使其进一步细

化，尽量让它成为一项更加可以‘感知’的评价指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谈到这样一个事例：当年清华大学招收赴美留学生时，年

轻的钱学森报名参加选拔考试，数学却没有及格。老师们分析钱学森的数学试卷，发现他是在没

有学习微积分的情况下写出的答案，很多解法有独创性，加之别的科目成绩优异，最终依然给了

他留美机会。储朝晖认为，这也是“过程性评价”的一种：从学生的试卷解题中，看出他的潜能。

他认为，未来的“过程性评价”应该朝这个方向发力。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认为，关于考试评价的改革，还应该注意“升学考试

要针对不同学段的特点进行”。他认为，除了考试，要改革的还有招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石，小升初上下衔接应当尽量减少竞争现象。同时，中考不是高考的预演、

不是选拔性考试，应该主要关注对学生义务教育成果的检验，并依据学生个性特点适当分流，推

动因材施教。”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罗志敏认为，解开评价难题还应该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让

孩子从生活中学习，从实践中学习，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材观、职业观，及早在孩子心里种下

有利于未来全面发展的种子，这样，也能让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更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