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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热话题

围绕教育热点话题，省政协委员踊跃建言

中小学评价要以达标合格代替满分高分
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在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上，政协委员们围绕“双减”政策落地、

课后延时服务、“双一流”高校建设、应用型人才培养等教育热点话题踊跃建言。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竞昳 李爱琴

“双减”政策落地
建议教师设计作业时
综合思考各个相关要素

“双减”政策旨在回归教
育本质，培养优秀人才。民革
河南省委会在《关于减轻学生
和教师负担，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的提案》中提出，“双减”政
策的落实，需要各级政府部
门、相关教育部门、学校和教
师、学生和家长深入理解教育
本质，真正明确教育目的，互
相配合、协同推进。

中小学生的作业量要满
足必要和适度的原则，不能只
追求减量而忽略了学习效果，
要减“量”不减“质”。学生学
习能力不同，对作业的需求和
完成度不同，建议教师尝试多
样化的作业设计，布置形式多
样的作业，激发孩子的学习兴
趣，引导学生学得更多、更快、
更好。

教师在设计作业时需要
综合思考各个相关要素，深入
分析和全面诊断教学情况，
针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
对作业进行分级设计，因材
施教。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
学校，可结合实际情况对教
师作业设计能力进行培训，
真正提高教师的作业设计能
力，让教师高效率、高质量地
完成作业设计。

采用达标性评价代替竞
争性评价，义务教育阶段以要
求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基本
技能为主，对知识和技能的检
验以“达标”“合格”为主要评
价结论，而不是以“满分”“高
分”作为追逐的目标。要进一
步研究制定新的以“达标”“合
格”作为主要区分度的教育评
价体系，减少竞争性评价指
标，努力发展“优质而公平”的
教育。

各级政府部门和相关教
育部门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双
减”的真正目的，减少针对“双
减”的各类评比、考核和各类
行政评估，严格执行已有规定
政策，为“双减”减负。

课后延时服务
创新小学生

阅读活动的形式
国家“双减”政策的落地，

让“课后延时服务”成为广大
师生和家长关注的热点话
题。“课后延时服务”如何开
展？省政协委员李花认为，可
以利用这一时间，进一步提高
学生们的阅读能力，为将来的
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中小学读写现状调研报
告（2019）》显示，近七成中小
学生每天阅读时间低于1个小
时，约 19.6%的受访者每天的
阅读时间不足 0.5小时。在李
花看来，如果无法保证阅读时
间，那么再好的书，学生也读
不上，而阅读能力的高低，直
接关系到学生的理解、表达能
力，以及运用知识能力的强
弱，对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学习
成绩的影响也很大。学校应
该充分保障学生的阅读时间，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课后延时服务内容是否
充实、时间能否高效利用、学
生安全能否得到保证等，都是
学校、家长考虑的重要因素。
李花说，宇华教育集团旗下的
中小学很早就开展了与“课后
延时服务”类似的“校本课程”，
既解决了“课后 4点半”问题，
又延展了素质课堂的丰富性。
“我们安排了30余个门类的课
程供学生选择，课外阅读和体
育运动是最受大家欢迎的。”她
介绍，“课后延时服务”安排课
外阅读课程的优势很大，对场
地和环境没有硬性要求，投入
成本比较低，即便是一些农村
小学也没有实施压力。

李花建议，在教育主管部
门的统一指导下，由教育专家
进行教材统编、培训师资，在
不增加教师负担的前提下，以
大班上课、走班上课等灵活机
制，实现教师轮流参与、小学
生全面参与，并保证课外阅读
课程的效果。同时，创新小学
生阅读活动的形式，突出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理念。

推进“双一流”高校建设
建议扩大7所

创建高校办学自主权
在“双一流”建设的带动

下，河南高等教育发展步伐加
快，但与先进省份相比，还存
在不小的差距。我省提出，
到 2025年，“双一流”建设高
校晋位升级、一流学科创建
高校加快发展，实现在中原
大地起高峰。

对此，省政协委员丁庭选
表示，当前河南发展站在了新
的历史起点上，对加快推进
“双一流”建设、建设高等教育
强省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围绕“筑高地”，按照扶优扶强
扶特的原则，我省遴选确定了
7所高校 11个学科开展“双一
流”创建，全力打造“双一流”
后备军、培育“第二梯队”，争
创国家一流学科。目标任务
已确立、支持政策已谋划，应
加快推进相关建设政策举措
落地落细落实。

丁庭选建议，要加大政策
举措支持力度，特别是对 7所
高校 11个学科“双一流”创建
要加大政策、资金、平台、项
目、人才、要素等投入，要有操
作性强、实施效果好、干货满
满的举措，聚焦固根基、扬优
势、补短板、强弱项，把11个学
科建设水平提升上去。要加
大政府“放管服”改革力度，特
别是在人才引进、成果评价、
职称评聘、岗位设置、资金使
用、平台项目申报等方面的改
革创新力度，进行重塑性、重构
性改革，着力破除制约“双一
流”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和政
策束缚，扩大 7所创建高校办
学自主权，激发创建高校内生
动力、创新活力，疏通政策堵
点，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
里”。要加强建设绩效考评，落
实创建高校和政府部门目标责
任，不仅要加强对创建高校建
设绩效的考评，还要加强对政
府有关部门任务落实情况的
考评，形成建设合力，扩大建
设效应，强化建设成效。

发展应用技术型高校
建议要求或动员企业
参与应用技术人才培养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
新常态，人才供给与需求关系
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面对经济
结构深刻调整、产业升级加快
步伐、社会文化建设不断推进
特别是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
实施，培养生产服务一线紧缺
的应用型、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刻不容缓。

省政协委员卢奎认为，地
方本科高校在人才培养、社会
服务等方面为所在地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应
进一步聚焦应用型高校转型
发展，高质量创新发展地方应
用技术型高校。

应用技术类型人才的培
养离不开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卢奎建议，地方政府组
建“校企合作综合服务指导
中心”和“跨企业实习实训
中心”，要求或动员企业积
极参与应用技术人才培养，
并发布企业可提供实习岗
位信息和技术需求信息、高
校学生实习实训需求信息
和技术成果信息，为地方高
校的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提
供公共实践教学基地和生
产实习基地。

卢奎表示，地方政府要严
格落实教育法，足额拨付教育
经费并逐年增长，对地方高校
的生均拨款不低于省属本科
高校的平均水平，经济条件
好的地市应高于省属高校的
平均水平，确保应用技术类
型地方本科高校的办学经费
充足，办学条件逐年改善。
希望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通
过省市共建或项目建设等方
式，给予应用技术类型地方
本科高校更多的资金支持，
为进一步整体提升地方应用
技术型高校办学水平和人才
培养质量，完善高质量高等
教育体系、更好服务国家发
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