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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北京官方补课教师每学期多挣 5万元：能否抚平“双减”之下
教师工作压力？ 

 
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市“双减”再放大招。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数量的同时，北京加大了官方个性化辅导的供

给。 

    北京市近日印发《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下称“开放辅导计划”），2021 下

半年和 2022年，面向全市所有初中学生，由公办学校名师提供免费的一对一、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 

    这将直接与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正面竞争。“双减”让学校重回教育主阵地，北京市开放辅导连同

课后服务一起，将满足学生的答疑辅导刚需。 

    “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生的‘减负’，意味着教师必然的‘增负’。”在 12月 4日举行的中国教育三

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上，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 

    根据北京市开放辅导计划，参与教师每学期最多可以获得 5万元奖金。对于公立学校教师来说，他

们会如何选择？ 

    业内人士认为，应该适时引进社会教育资源，在减轻公立学校教师压力的同时，提供多样化的教育。 

    官方补课推向全市 

    北京市开放辅导计划始自 2016年，最初仅面向通州区一个区的初中生，2018年扩展到八个区，2019

年进一步覆盖北京市九个区。这些区全都是远郊区，教育资源尤其是名师资源与海淀、西城等城区相

比差距较大。 

    因此，开放辅导计划进行之初，有一个鲜活的称呼“教师走网”，意思是城区名师通过网络，给远

郊区学生补课。 

    北京市近日印发的通知提出，2021下半年和 2022年拓展到全市所有初中学生。辅导学科为语文、

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 

    在线辅导主要有四种形式：一对一实时在线辅导、一对多实时在线辅导(互动课堂)、问答中心、微

课学习。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随着技术条件、师资队伍的逐步完善，辅导形式也日趋成熟，比如一

对多在线辅导此前要求学生人数在 10人以内，目前则取消了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开放辅导也遵守了“双减”政策。以往，开放辅导的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18:00-22:00，

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 8:00-22：00。目前，辅导时间则限定在周一到周五的 18：00-21：00(原则上不含

节假日和寒暑假)。 

    开放辅导的最大特色是公立学校名师免费辅导。通知指出，参与的教师范围是全市中学和教师研修

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 

    免费辅导意味着财政需要加大投入。北京市政府官网今年 10月一则消息称，朝阳区财政拨付 29.25

万元，主要用于 2020年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教师辅导费。 

    不过，一名参与了开放辅导计划运营人士告诉记者，北京市开放辅导惠及大量初中生之外，也存在

一些问题，比如教师或学生上线时间不匹配，导致空等问题；学生恶意评价辅导教师，引发不满和投

诉；有的学生把作业提交辅导获得答案等。 

    “难以顾及家庭” 

    “双减”压减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数量，但开展课后服务和开放辅导，却让学校教师的工作量

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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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镇西不久前开展了对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 6653名中小学教师的问卷调查，他在问卷中提问：你

所在学校课后服务一般由哪些老师承担？结果显示，56.53%由语数英老师承担，54.04%由所有学科老

师承担。 

    而对“双减”给教师的工作带来哪些变化的回答显示，82.92%的教师选择工作时间延长，77.3%的

教师选择工作压力增大，75.32%的教师选择工作强度变大。 

    有的老师留言称，“难以顾及家庭，自己的孩子都没法照顾，家庭矛盾，⋯⋯影响到个人生活了，

开始不爱这份工作了。”还有的老师留言称，“工作纸质留痕更多，从早自习到晚自习结束教室全程高

清监控，工作机械化。” 

    值得注意的是，李镇西的调查发现，有的老师反映给学生的单独辅导和答疑时间增加，却占用了备

课的时间。 

    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八届年会“双减”论坛上，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校长刘可钦介绍，“双减”

以来，我们同样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师资不够、场地不足、资源缺乏等问题，我们也在思考劳动教育、

体育课质量怎么提升，发愁个性化辅导和差异化发展如何落实，还有教师的教研时间、弹性工作等等，

我们会遇到一系列旧的挑战和新的问题。 

    “只有建构一种好的课程结构和学校的治理结构，来缓解这些问题。”刘可钦说。比如，把学科课

程、综合课程、体育劳动等打通，形成一个多维的、可选择的课程体系；把跨龄跨学科的三个不同的

班组成班组群，超越班级授课制的局限，老师和学生之间异质性更强，层次丰富带来资源的便捷性流

动。 

    北京开放辅导计划为参与教师提供了物质激励，教师完成辅导后可以获得学生支付的积分。以一对

一辅导为例，每位教师一小时辅导工作量在 12-16 个积分之间，其中包括 6 个积分的辅导时长激励和

6-10个积分的辅导绩效。 

    通知规定，按照每个积分 10元计算辅导劳务费，每名教师每学期绩效的积分上限为 5000分，即每

名教师每学期最多可获得 5万元激励。 

    提升保障能力 

    除了北京，上海等地也组织了公立学校教师为学生答疑辅导，但上述参与了开放辅导计划运营人士

介绍，参与的学生人数、频次并不算多。 

    “有的校长担心开放辅导是一种变相、隐形的师资流失，不支持甚至反对本校教师参与辅导，有的

老师担心开放辅导和自己的教学不匹配，对本班学生参与辅导持旁观甚至反对态度。”他说。 

    “‘落实双减’的重要支撑点是提升保障能力，问题是不少地方政府拿不出钱提升支撑保障能力。

提升保障能力最关键的是教师，有测算显示，需要在现有教师编制基础上增加 40%。”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建议，课后服务应与社会资源合作。 

    课后服务主要是安排学生完成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劳动实践，以及娱乐游戏、

拓展训练、开展社团及兴趣小组活动、观看适宜儿童的影片等。 

    “这些不应该仅仅由学校承担，让老师完成，而是可以与社会资源合作，如与就近的高校合作，通

过大学生志愿者的参与解决教师缺乏的问题，也可组织学生到就近的图书馆、少年宫、美术馆等公共

文化空间开展学习和实践活动。”他说。 

    北京市近日印发的通知也指出，开放辅导计划“根据实施情况适时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

构学科教师、高校或社会各界知名专家”。 

    在业内人士看来，政府侧重提供基本的、免费的在线教育公共服务，甚至这种服务也可以政府购买

的方式来提供，保障个性化教育的公平性和普惠性。 

    “我们和校外培训机构补充教学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校长最担心的不是他们的课程，而是老师面对

一群孩子的教学管理能力，我不能再派一些老师跟随着做管理。”刘可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