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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师反映，现在的检查
标 准 越 来 越 细 ，要 求 越 来 越
高，评价标准非常繁琐。因为
每件工作都要留痕，导致有填
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材料。”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重庆市委
会主委陈贵云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这样说。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为
教师减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陈贵云说，一项专题调研
发现，中小学教师不仅承担了
教育系统内部的各种检查、评
比、打卡，还承担了大量其他
部门的任务和一些创建类工
作，门类可达十余种。

三 尺 讲 台 本 是 教 师 的 坚
守，近年来，这个“主场”却被
无限延伸。全国政协委员，民
进 中 央 常 委 、宁 夏 区 委 会 主
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原
副厅长王春秀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旅游宣传推介、法
治宣传、文明城市创建等各种
活动通常集中连续进校园，都
需要教师全程配合参与，既影
响正常教学秩序，又挤占教师
正常工作时间，无形中使教师
负担加重。此外，出于安全管
理考虑，除承担教学工作外，
教师还要负责巡楼、暑假巡河
等大量安全管理工作，也使教
师不堪重负。

形式主义负担

“推进义务教育‘双减’工
作”是当前义务教育的重大任
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王
春秀说，民进宁夏区委会联合
民进甘肃省委会针对这一课
题，在两省范围内对义务教育
阶段中小学校及教育管理部
门进行专项调研。

调研发现，学生课业负担
和 家 庭 、社 会 的 额 外 教 育 负
担 都 有 效 减 轻 了 ，但 教 师 负
担 却 没 有 获 得 足 够 重 视 。教
育 部 、全 国 各 省 市 都 出 台 过
减 轻 教 师 负 担 的 相 应 政 策 ，
但这一问题却未获得根本解
决。

记者采访得知，这一问题
确实在国内许多地方都存在，
首当其冲的是形式主义非教
学负担。

35 岁的吕铭研究生毕业
后就进入北方某市一中学任
生物老师，他告诉记者，学校
对教案的要求是手写，教案检
查前老师们不得不通宵手写
教案，“太形式主义了，教案交
上去，没人会仔细看，就是直
接盖章走下过场。现在都在提
倡无纸化，为什么科技和工作
方式在进步，学校依旧原地踏
步？”

河南某乡镇中学的任课老
师白玲也说起了一样的经历。
她所在的学校一学期要检查 4
次 教 案 ，如 果 执 教 语 数 英 三
科，不算考试周，一学期要手
写至少 4 本教案，约为 260 页，

“摞起来是学科课本的 6 倍那
么厚”。

教案之外，白玲要手写的
还 有 听 课 记 录 、作 业 批 改 记
录 等 ，为 了 完 成 这 些 手 写 任
务，她会在开例会、月考、监
考 的 时 候 分 秒 必 争 地 写 。不
过 她 也 感 叹 ，“ 有 什 么 意 义
呢 ，还 不 如 拿 这 个 时 间 来 备
课。”

如果说手写教案还和教师

本职工作相关，还有一些与教
学无关的负担压在他们身上。

“我们学校的口号是迎检
要紧。”32 岁的郑林在福建省
福州市某中学任语文老师一
职 ，因 为 有 着 语 言 表 达 和 写
作 优 势 ，他 不 仅 承 担 学 校 各
种 会 议 的 资 料 整 理 工 作 ，还
是学校每周两次到三次迎接
检 查 工 作 的 主 力 军 。有 时 为
了 迎 接 相 关 部 门 检 查 ，校 领
导 会 安 排 他 先 停 课 迎 接 检
查，等结束后再上课，“教师
本 应 潜 心 教 书 ，现 在 有 时 候
感觉在‘不务正业’，上课变
成了次要的事”。

郑林记得，有老师向学校
反映，为了迎检，大扫除太过
频繁，校领导表示无奈，因为
其他学校也是这么做的。“有
的检查标准并不合理，例如要
求办公桌上不能放学生的作

业，检查来了，作业即使没有
批改完也要先发给学生，不然
不美观。”

更 让 郑 林 觉 得 喘 不 过 气
的，是学校对点赞、投票等事
务留痕的要求。郑林说，如果
微信群不开启消息免打扰，学
校 要 求 给 道 德 模 范 、好 人 好
事、非遗传承人等点赞、投票
的消息，就像不想起床时按不
掉的闹钟，“下课一点开微信
群，有几百个未读消息，大多
数都是点赞投票和同事们的
截图”。

比如，某位老师竞赛取得
了成绩，大家就要复制同样的
信息，配上多个大拇指的表情
包重复发在群里，模板为“为
该位老师点赞，为该位老师所
在的学科组点赞”。

郑林说，学校并没有强制
要求老师参与每次点赞投票，
但如果某位老师次次不配合，

“领导会不高兴，会找老师谈
话或在大会上暗示个别老师
工作态度消极”。

王春秀等人的调研结果也
与教师们的体验相符。她告诉
记者，低效和非必要的培训活
动、多余的评估和报告、繁琐

的行政报表和文件、形式化的
教 学 评 估 、过 多 的 会 议 和 发
言 、虚 假 宣 传 和 政 绩 工 程 等
等，均可视为形式主义非教学
负担。

“社会事务分担者”

长期关注教育政策分析和
教育治理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 管 理 学 系 副 教 授 董 辉 ，在
2022 年曾基于 31 个省份的 35
份教师减负政策进行文本分
析。

董辉告诉记者，教师工作
负 担 主 要 来 自 两 方 面 ：纵 向
上 ，是 教 育 行 政 系 统 自 上 而
下、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各
类专项工作；体量更大、压力
更强的横向工作负担，则是源
于学校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
实施社会动员的过程中，为了

开展工作把教师也纳入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
生了异化，成为了“行政末梢
承 压 者 ”和“ 社 会 事 务 分 担
者”。

部分老师承担的工作已经
模糊了校内校外的界限，甚至
承担了本该是社会其他岗位
负责的任务。

董辉提起了自己调研中碰
到的一个案例。32 岁的刘洋是
东部某市一所小学的语文老
师。她提起，学校许多年轻教
师常被安排去完成非教学类
事务，“我校每天食堂卫生由
几位新教师轮流检查，还被要
求写一两篇推文，从拍照到撰
文再到编辑，几乎都由年轻教
师操办”。

她还需要参与更多的社会
动员工作。“请全体家长和学
生明天记得骑电动车时要戴
头盔”，刘洋多次在家长群里
发 送 提 醒 ，因 为 有 巡 查 组 检
查 ，这 已 成 为 她 每 日 的 必 做

“功课”之一。当社区人手紧张
时，她还需要像城市的环卫工
人 一 样 ，在 社 区 参 与 清 洁 工
作。“市里要进行文明城市检
查，因为社区人手不够，我们

老师被安排参与铲除小广告、
捡路上垃圾等清理工作”，在
她看来，许多时间都耗费在通
知、催促、转发、沟通和打杂
上，而且如果没能及时完成，
领导会点名批评。

在记者采访中，数位老师
有类似的经历。白玲所在的乡
镇学校的班主任，需负责统计
扶贫信息和催促学生家中应
缴纳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

白玲介绍，前些年，学校为
了尽量避免因学生安全事故
等被问责，会安排老师暑假巡
河，防止学生溺水，“直至去
年，还有乡镇中学的老师在守
塘守河，这已经超出我们的能
力，因为有很多老师根本不会
游泳”。

郑林提到，让家长下载反
诈软件，甚至婚丧嫁娶引导也

是他们的任务。文明城市创建
推进时，社区会联合学校定期
组织师生一起去巡河捡垃圾，
到小区内清扫楼道及作移风
易俗宣传，“既影响孩子们正
常 上 课 ，也 扰 乱 老 师 教 学 进
度”。

“打流感疫苗、体检、特殊
疾病筛查也是老师的活。”广
东省深圳市某小学班主任李
军告诉记者，他还参与过反诈
宣传、普法等。但他认为，宣传
和科普是有知识门槛的，任课
老师并不能讲解到位，与此同
时很多家长也不买账，认为老
师多管闲事，“有家长不配合，
甚至发生争执，反馈给学校，
校领导只会批评你没有沟通
能力”。

教务处恐怕是学校中最能
体会这些非教学任务有多重
的部门。郑林说，据他所知，他
们学校教务处主任，一天最多
能收到除教育局之外的其他
行政部门的十几个文件，“这
些工作再一步步细分落在我
们这些老师头上，大家都很无
语”。

当来自不同层级的行政工
作下达时，王春秀观察到，缺

乏对行政工作的决策权和话
语权的一线教师多为被动接
受、推动落地。她认为，一方面
是因为行政部门的评价和调
配决定着教师的职业发展，出
于获得职称和晋升的机会，教
师只能选择接受。此外，教师
也需要掌握着各种资源的行
政部门协助，才能开展和推进
教学工作。

作 为 长 期 研 究 教 育 问 题
的 专 家 ，中 国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也认同上述
说 法 ，他 在 接 受 记 者 采 访 时
进 一 步 指 出 ，职 业 初 期 的 教
师出于个人发展需求会倾向
于服从上级各种行政工作的
摊 派 指 令 ，但 有 多 年 教 学 经
验的老师可能会采取回避态
度。

“久而久之，按照上级要求
执行命令就会得利，而回避排
斥 者 就 被 边 缘 化 ，而 一 旦 回
避，在现有的学校管理体系内
也会形成逆向淘汰。”储朝晖
说。

如何真正减负？

“如果只是教书，该有多美
好。”多位受访教师共同感叹，

“上课的那 40分钟才是最轻松
的时候”。

事实上，从数年前开始，教
师负担、教育减负就是教育领
域 的 焦 点 和 难 点 问 题 。早 在
2018 年，时任教育部部长陈宝
生 就 呼 吁 ，要 把 时 间 还 给 老
师。2019 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上，陈宝生再次表示，“要下
大 力 气 为 教 师 减 负 。这 些 年
来，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
负，今天我要强调，教师也需
要减负”。

陈宝生在会上明确，不能
随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要
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让他
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
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不过，正如王春秀所说，教
师负担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
决，很多教师仍然承担着极为
繁重的责任和压力。

去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和《光明日报》就教师非教
学任务问题展开的一份调查
研究显示，60.8%的受访教师
表示，参加各类检查考核、创
建活动、综合督导、评估验收
等非教育教学工作量“明显增
加”或“增加”。

在董辉看来，教师工作负
担的增加与社会各个系统处
在全域性发展之中的大背景
密不可分。社会处在高速运转
的阶段，学校作为嵌套在社会
系统当中的一个有机组成，与
周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各
个方面都会对处在行政架构
相对来说比较底端的基层学
校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千
丝万缕最后落在学校这一根
针上”。

王春秀则提到了教育系统
在行政人员的配置上可能存
在不足的问题，会令少数行政
人员承担过多的行政工作，为
了弥补人员缺口，行政工作就
被转嫁到教师身上。

“要把时间和空间归还给
教师。”王春秀说。

（文中吕铭、郑林、白玲、
李军、刘洋为化名）

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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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真正让教师减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