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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教师轮岗助力“双减”落地 
 

赵婀娜 
 

    试点区校长教师交流轮岗意愿较高，新近轮岗群体适应性好；交流轮岗的范围、形式呈现多

样化特点，试点区系统推进校级干部交流轮换，区级以上骨干教师均衡配置，普通教师按需轮岗；

参与交流轮岗的教师中，23%具有高级以上职称，33%具有一级职称⋯⋯前不久，北京市教委组

建的校长教师交流轮岗跟踪评估研究组完成的轮岗报告称，东城、密云试点区干部教师交流轮岗

取得阶段性成果。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教育高质量均衡，离不开教师作用

的充分发挥。正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的，“双减”当中提到的每一项具体的校内

改革措施，背后都需要人来完成。为推进“双减”整体落实，特别是要推进校内和校外相结合的

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必须对教师进行高效率的调配。也正因此，今年秋季学期伊始，北京

市开展了大面积、大比例干部教师轮岗。推行这一举措，目的就是把老师们多年积累起来的教学

和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方法推广好，让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更广。 

    调研各学校学科实际，摸排教师特点和学校岗位需求，形成供需报表，再按需定岗，按岗定

人，推进学区（教育集团）内校际间师资均衡配置和按需交流轮岗以及远郊区全面推进交流轮岗，

交流轮岗后对工作过程可追踪、对工作绩效可考核⋯⋯交流轮岗并非新鲜事，但与过去相比，北

京市这次推进教师轮岗的组合拳，呈现许多新的特点。比如，从此前全市的整体流动，到这一轮

以学区内、教育集团内为主的区域内流动；从此前“削峰填谷”的“拆解式”流动，到这一轮按

需定岗的“优化式”流动；从此前由高到低的“单向流动”，到这一轮依据需求的“双向流动”；

从此前更注重“动起来”，到这一轮更关注“动起来”之后的实际效益；等等。北京市这一轮的

教师轮岗不搞“一刀切”，而是强化一区一策，强调学区内的整体优化，既关注学生的实际获得，

也重视交流对于教师的个人成长和工作生活带来的影响，力求做到让校长、骨干教师、学科带头

人、特级教师、普通教师都主动流动起来，从而真正惠及教师的个人发展成长，惠及全体学生，

助力“双减”政策的落地实施。 

    每一名教师的成长，无不是一个磨砺的过程。经历不同类型的教育环境、更多的教育对象，

适应不同特点、不同风格、不同思维方式的学生群体，本身就有助于教师的成长，这样的经历本

身就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从学生角度来说，交流轮岗能丰富供给源，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让更

多孩子能在家门口遇到更多适合自己的教师，也有利于“双减”目标的实现。从试点情况来看，

一些教师在年级组的例会和教研组的活动中，积极调整教学结构，注入全新的课堂教学要素和内

容；一些教师带来的作业设计方案，让孩子们明显感觉作业量减少了。这些情况也说明，教师轮

岗有助于“双减”落地。 

    当然，在教师交流轮岗过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流动后能否切实发挥实效。这需要开展一系

列配套改革，如优化已有的校长职级制，形成干部梯队建设中的动态流动机制；树立教学骨干、

学科带头人评选的新标准，更多用轮岗中的实际效果来引导评价；进行动态的过程性评估和考核，

以确保轮岗取得实效等。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遇到好老

师，才能真正打造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构建起良好的教

育生态，从而为“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地，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