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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热话题

代表委员聚焦教育话题

明确家校分工 减轻家长负担

近年来，全国硕士研究生招考
期间多次发生出错试题、错装试
卷、试题泄露等事件，现行硕士研
究生考试招生制度也随之屡屡引
起热议。

“现行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制度
曾在一定时期内对于国家选拔高层
次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代新形
势下，国家明确要求高等教育走内涵
发展之路，公众也对硕士研究生考试
招生制度的科学性、公平性、合理性
和有效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全国政
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农业
大学校长张改平认为，现行硕士研究
生考试招生制度对本科人才培养的
不利影响越来越明显。

譬如，为追求就业率或考研率，
教师对考研本科生旷课或课上备战
考研等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
考研学生开绿灯甚至考试“放水”。
本科四年实则成了二至三年读本、
一年至两年考研，严重冲击了正常
的本科教学秩序。而且，硕士入学
考试的公共科目由国家统一命题，
专业考试科目由招生单位命题，但
是考试却由具体考点承担。试卷的
投递、安全保管、分发和回收等环节
众多，给考务组织部门带来的工作

压力越来越大。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年）》已将“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明确列为改革试点项
目。张改平建议，以提升本科人才培
养质量促进硕士研究生高质量的选
拔为原则，统筹考虑本科人才培养与
硕士研究生选拔的有机统一，进一步
优化初试，强化复试，构建“国考+校
试”的两段考试模式。

国考方面，建议参加对象可为大
学三年级、四年级学生以及符合相关
条件社会考生；科目包括英语、政治、
数学、科技写作，一年考一次，建议安
排在9月第一周周末举行，方便学生
利用暑假时间进行备考；成绩有效期
可设定为2~3年，考试合格者将获得
合格证书。

校试方面，建议参加对象为大学
四年级学生及符合相关条件的社会
考生；考核方式为笔试、面试联考，笔
试主要考核学生的学科基础和专业
能力，面试主要考察考生综合素质与
能力，包括外语听说能力、思想政治
素质、道德品质、心理素质、人文素
养、创新情神与创新能力等；一年一
次，建议安排在每年 3月份的周末，
以方便学生利用寒假时间复习备考。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师范大学党委
书记赵国祥关注的是师范教育的发
展。他建议，重点建设一批示范性地方
师范大学，辐射引领全国师范院校提高
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强力支撑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

赵国祥介绍，我国师范教育形成
了相对先进的教育理念、完备的课程
体系、成熟的培养模式和充足的实习
实践基地，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各级各
类优秀人才，但在高等教育的顶层设
计、政策倾斜和经费支持等方面，还
存在不少问题。譬如，我国高等师范
院校约占普通高校总数的 1/5，但在
39所985高校和42所一流大学中，只
有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入
选，112所211大学中也只有8所师范
大学入选；部分高水平师范大学走上
了综合化办学的道路，一些地方师范
院校借合并、升格和转型之机变成综
合性高校或应用技术型高校，众多师
范院校的非师范专业及其招生数量
远远超过师范专业。

赵国祥建议，在全国教育经费
总体有限的情况下，从四个方面加
强师范院校内涵建设、提升师范教

育水平。
遴选和建设一批示范性地方师

范大学，发挥引领作用，打造师范教
育升级版；遴选和建设一批示范性师
范专业，为教师教育院校师范类人才
培养树立标杆。

在建设国家教师教育改革创新
实验区和高水平教师教育基地、实施
公费师范生教育、申报教育博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增加教育博士硕士招生
指标、扩大办学自主权等方面，给予
示范性地方师范大学重点倾斜，增强
其办学活力。

探索建立国家和地方两级财政支
持机制，通过中央财政投入，引导地方
政府加大对示范性地方师范大学和师
范类专业的支持力度，提高师范生生
均拨款水平，保障其办学经费需求。

通过提前批次录取、增加面试环
节和二次选拔等方式提高生源质量，
把好入口关；把立德树人融入师范生
培养的各个环节，把好培养关；加强
对师范毕业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
学科知识与专业素养、教育教学技能
与教学方法等的考核与检测，把好出
口关。

“一些本应由学校、教师完成的
教育任务，陆续转移到了家庭，尤其
是在学生作业方面，普遍存在着学校
对学生家长进行强制‘摊派’的情
况。”全国人大代表、宇华教育集团董
事长李光宇，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为
家长“减负”。

李光宇说，这些“额外的工作”
让家长没有充足的精力从事家庭教
育最主要、最重要的工作，譬如孩子
体质的提升、人格的培养和习惯的
养成等，同时也会影响亲子关系。
另外，这些“额外的工作”既模糊了
家长和教师之间的责权界限，也加
剧了家长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冲突，
不利于家庭和学校形成教育合力。

“只有家庭和学校分工明确、配
合默契，才能形成教育合力，承担起
培养青少年成人成才的重任。”李光
宇说，教育减负不是把问题和负担推

给家长，而是应该让学校回归教育本
质，家长承担起家庭教育重任，教师
承担起教书育人职责。他建议，进一
步明确学校教育职责范围、减轻家长
教育负担。

他建议，由教育主管部门出台
关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协同配合
的系统指导文件，明确家庭、学校
双方各自的教育任务、职责，促使
学生更好地成人成才。其中应明确
要求：严禁学校硬性要求学生家长
批改学生作业、试卷等学习类资
料，取缔家长在学生作业上签字确
认的现象，严禁学校要求家长到校
从事打扫卫生、执勤站岗等工作。

他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和地方学
校应利用家长学校的形式，对家长进
行培训和宣传，引导其树立正确的家
庭教育观，进一步明确家庭教育的目
标和方向，切实为家长“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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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校试”构建硕士研究生考试新模式

郑州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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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家校职责分工 减轻家长教育负担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驻豫全国人大代表和住豫全国政协委员再次聚焦教育话题，从招生
制度改革、提升师范教育水平、减轻家长负担等方面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