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是“双减”三年目标任务完成情况验收之年，武昌区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持续推动巩固“双减”工作走深走实，

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奋力打造“双减”改革的示范区、科学教育的先进区、深化改革的先行区，确保“双减”工作三年目标

顺利完成。

武昌中华路小学邀请家长进校体验孩子的一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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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实施三年来，已取得阶段性重要成
果，教育生态环境正在逐步优化。当前，尤其需要家
校社的同向同行、协同一体，这是继续推进“双减”政
策落实、助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

为了建立和不断完善科学而长效的协同育人机
制，武昌区建设三级家委会，开发家校共育校本课程，
组织校园开放、亲子实践活动等，拓宽家校共育阵
地。开展亲子劳动教育、阅读教育、沟通方式指导，引
导家长转变育人理念。

2020年2月，武昌区教育局推出全国首个区域家
校共育平台，搭载家庭教育稿件资源3000余篇，开展
家庭教育主题直播102场，累计有数百万人次收看。

武昌区教育局小教科倡导组建蒲公英悦读小镇，
致力于推广儿童阅读。一支由教师、家长、大学生和
社会志愿者等组成的阅读推广队伍，常年活跃在线下
与线上，推动“家校社”三位一体共育书香童年。成立
12年来，探索出“悦读点灯会”的阅读推广路径，每天
一次“故事爸妈进校园”，每周一次社区阅读小站“双
休伴你读”，每月一次“亲子主题阅读分享会”，每年一
次“亲亲蒲公英”贫困儿童家庭阅读援助。多年来，展
出近5000本儿童原创书，“亲亲蒲公英爱心援助”受惠
学生达1150余人，数十万家庭赶场“阅读游艺会”，在
嘉年华活动中畅享阅读之乐。

武昌区教育局还于2022年启动了“碳探武昌伢”
课后生态文明教育实践课程。立足武昌，面向全市，
吸引100多所中小学、近10万个孩子以及千万家庭参
与。教育局、学校、家庭和社会资源优化协作、共同缔
造，激发孩子童心，在童趣中寻觅科学道理，在童真中

探索低碳奥秘项目、探索以真实生态问题为驱动，由
情境+活动+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实践型课程路径，为
育人方式变革提供创新案例。

今年5月16日，武昌区教育局编写的“武昌学生区
情读本”——《这里是武昌》正式跟孩子们见面，该读本
挖掘和梳理武昌城1800多年发展中沉淀的优秀文化资
源，将其转化成可供中小学生学习、体验、探究的教育资源，
以此激发武昌学子“在武昌、爱武昌、兴武昌”的情怀。

武昌的学生将跟随读本从武昌区1800年的历史
脉络出发，以吉祥物“小鹤”为向导，巡游古城胜迹，了
解红色历程，探究武昌的历史文化和发展变化。

除了打造家校共育平台外，武昌区各校的家长会偷
偷“变脸”了。在武昌实验小学的家长开放周里，学校精
心为家长们设计了五项活动内容：家长自由参观校园、
进课堂听课、观看学生大课间、互动式家长会、家长温
馨反馈。家长会也一改传统家长会“老师讲家长听”的
模式，设计成为了“家校互动课堂”，用四个环节让家长
们发掘孩子的优点，并学会赏识和鼓励孩子。

武昌区中华路小学定制了不同主题的家长会。
和孩子一起上一节课，一起体验大课间和课间十
分钟，一起观察学校孔雀园里的小动物，一起打饭
用餐……学校不仅为家长设计了丰富的体验活动，还
设计了开放日活动反馈卡，帮助家长有的放矢地做好
观察和记录。

从“双减”政策落实、课后服务满意度等方面，定
期开展家长问卷、家长访谈，广泛收集家长问题，了解
家长心声，根据家长反馈不断改进工作，武昌教育工
作者一直在努力。

“减”上用力“增”上创新

武昌：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春争日，夏争时，水稻插秧正当时。5

月的武昌校园，阳光明媚，武昌区珞珈山小

学“种子记”社团的学生们开心地忙碌着。

在学校劳动实践基地——时晷讲堂，孩子

们挽起裤腿，赤脚踏入校园的水稻田里，跟

老师一起为秧田撒施基肥。随后，又按离

合，踩油门，用犁地机犁地，为作物生长提

供净空间和良好的土壤环境。

珞珈山小学是武昌区伴随着“双减”政

策飞速发展的学校之一。学校践行“减负

提质、五育并举”教育改革路径，回归教育

本真，关注到人的发展，全面推进素质教

育。“我们以‘自然的眼光’打量人的成长，

以‘人的成长眼光’打量自然，最终走向交

融。让‘每一粒小种子’，在自己的花期自

由盛放！”该校校长胡媞说。

孩子们的脸上笑容更多了，老师们的

教学效率更高了，孩子们的自由时间增加

了……三年间，这场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

的变革，正越发深刻地扎根在武昌各中小

学，生根、发芽、开花。

（文/李季 杨枫）

作业负担减下去
“五育融合”热起来

在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校长张
基广心里，“双减”绝不是为“减”而
减，它更是吹响基础教育强势回归
本心的号角，是奏响高质量教育体
系建设的前奏曲，也是武昌教育人
促进五育融合、发展素质教育的心
声。

实行“双减”以来，武昌实验小
学就提出“不带作业本回家”的基本
要求，避免“托管服务是鸡肋，回家
还得做作业”的尴尬。在校内，要让
孩子高效完成作业，学得又快又好，
其根本是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质
量。

如何让学生在校内学得又快又
好？这正是“双减”的重头戏、主战
场——校内教育提质增效、强化教
学主阵地作用。

武 昌 区 下 了“ 苦 功 夫 ”。“ 双
减”后，武昌区教育局把上好每一
堂课作为基本追求。首先强化顶
层设计，积极组织关于“新课标”

“新教材”的学习培训，开展相关
培训学习 27 场；业务科室每周两
次联合教研培训中心下校调研，
指导学校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区
内学校根据校情学情制定课程评
价标准，提升教师教学的目标达
成、情境创设、知识迁移、整合思
考能力；研究教学评一体化，把目
标达成融入到教学过程之中、分
解到教学各环节，让学生在课堂
上最大限度地学有所获，力争在
课堂内消化、掌握、理解知识，切
实减轻学生课后作业负担。

统计家庭收支制作记账表、设
计一款不用胶带也能密封的纸盒，
探索拉皮筋受力时的比例关系……
这是武汉市第二十五中学数学老
师给孩子们布置的作业。自制气
压计测量大气压、用纸杯来烧水、
利用吸管体验大气压强……在武
汉市梅苑学校，物理老师结合课本
设计实验项目，精心设计一系列有
趣的特色物理作业。该校物理教
师莫知欢深有感触地说，即使失败
多次，但学生们在面对这样的实践
作业时都有着“越挫越勇”的韧性，
孩子们也真正从实验中学会了知
识。

深刻的变化体现在学生们的课
后作业中。武昌区教育局出台《武
昌区中小学作业设计指南》，开展以
命题研究为主题的系列磨题会、“新
课标引领下的作业设计研究”、“优
秀作业设计大赛”等活动，以赛促
研，减轻学生作业负担。

孩子们发现“刷题式”的书面作
业少了，趣味性、知识性、功用性和
无负担的特色作业多了。“原来课堂
上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在生活中是
能够活学活用的。”武汉市第二十五
中学学生左振轩说。

每到课间，武昌区丁字桥小学
操场上掀起了“红色巨浪”，数百位
学生整齐地挥动手中的红色舞扇，

做起体育老师为他们个性定制的课
间操——“功夫扇”。“双减”以来，像
这样的个性课间操该校编制了 12
套，深受孩子们的喜欢。

在武昌区中华路小学金都校
区，操场上有超大飞行棋、掷骰子游
戏棋、猜拳跳房子、单双脚跳……该
校为孩子们设计了丰富的课间十分
钟游戏，让孩子们在操场上随时就
可以玩起来。

“双减”后，武昌区广泛开展以
体育切入五育融合的研究探索。
每天的课后服务时间必须安排学
生进行户外活动，增强学生身体素
质。“野蛮其体魄”的结果是学生体
质优良率大幅度上升。拿丁字桥
小学来说，每天两个小时的户外活
动时间，学生的肥胖率快速下降，
近三年下降了 13.6%，同时学生的
近视率也在 5 年内下降了 13.9%，
成效显著。在武汉市南湖中学，每
年的“体艺节”都会持续一个月，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彻
底“玩嗨了”，校园里处处充满文化
艺术的气息，处处是青春欢乐的海
洋。

除此之外，家长们还关注到了
孩子们的变化，他们变勤快了。武
昌区各中小学因地制宜、“量体裁
衣”推动劳动教育在校园生根，助
力“双减”提质增效。在课后服务
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劳动教育，一
校一策开辟劳动教育基地成为了
常态。武昌区解放桥小学建成了
三大劳动基地——食育基地、手工
基地、农育基地，孩子们从一年级
入学开始，直到毕业，被要求学会
48 种劳动技能及生活常识。家长
渐渐发现，孩子从不做家务、五谷
不分，到现在能择菜、洗菜，到生活
中的洗书包、收纳等生活技能都熟
练得很，最后还能炒两个小菜。这
种欣喜时刻，每天都在小家庭里绽
放着。

教室里、操场上、田地里、餐桌
上，孩子们在玩、在野、在快乐，也在
体验、在合作、在探究。随着武昌区
全面推进“1+X”课程体系建设，不断
优化“1+X”课程实施方案，拓宽课后
服务资源渠道，打造课后服务校本
特色课程，校园成为了武昌区孩子
们创新、创造的广阔天地。

武昌区中山路小学的学生在老
师的指导下，把灵感变成现实，他们
设计出一辆卡丁车，时速20公里，续
航时间超过30分钟，可以绕校园开
上好几圈。武昌区傅家坡小学的学
生们则利用课后服务时间，和专家
一起设计方案，在校园内实现风力
发电和太阳能光伏发电，动手创新
改变校园生活。

“双减”三年，在教育减负这盘
“棋局”上，武昌区积极布阵落子，
“减”得有方向，“增”得有质量。科
学教育“加法”则为“双减”下一程指
明了方向、注入了新动力。

校外培训减下去
各项保障接起来

“双减”政策出台后，武昌区建立了“双减”工作专
门协调机制，成立了校外培训监管专门机构，完善校
外培训机构日常管理和执法监督机制体系。

通过“日查+夜查”“联检+抽检”“明察+暗访”的
形式，全面清理违规广告宣传，加大对违规培训机构
的处罚力度，对隐形变异学科类的培训行为进行严肃
查处，对违规行为零容忍。同时，通过家校平台、媒体
宣传、社区教育等方式，引导家长理性选择培训机构。

校外培训减下去，各项保障接起来。武昌区建立
高质量课后服务体系，以更灵活的时间设计、更丰富
的内容和形式把学生吸引到课后服务中，让学生和家
长不再去校外培训“抢跑”。

武昌区出台《武昌区初中学校课后服务实施指导
意见》《武昌区教育局关于小学课后服务工作的建
议》，确保课程设置规范、服务过程规范、保障管理规
范。全区义务段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开展“5+2”（每
周服务5天，每天至少2小时），开发多种校本课程和
社团活动，吸引学生积极参与，全区中小学课后服务
参与率高达99%以上。

同时，武昌区各校不断整合校内外资源，探索作
业辅导“1”—班级“X”课程—校级跨学科社团—学段
衔接活动的四段式课后服务模式，提升课后服务水
平。小学将课后服务一校一案设计和落实情况纳入
学校教学计划审核范围；初中以“三优课程”（校本课
程、活动课程、社团课程）评比为抓手，鼓励全体教师
释放智慧与特长，努力开发潜在课程，为课后服务的
顺利开展提供丰富的课程保障，让每个孩子在武昌成
长好、奠基好、发展好。

在武昌区南湖第二小学，学校构建出“让学生人
人有爱好，个个进社团，班班有队，周周有赛，月月过
节，天天进步”的六连环活动课程体系，并配合“双
减”，逐步建立了三级社团，逐步实现全员走团，目前

学校参与社团的人数达到了2468人，活跃在84个校
级社团中。学生自主选择，自主参与，人人都有一张
社团活动课程表。

武昌区中山路小学则在课后服务中，进行了一系
列的科技原创启蒙的实践探索。2022年7月3日，全
国第一所以“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命名的“黄
旭华院士科技教育中心”在学校挂牌。学校用可被小
学生理解的科学知识和实践去认识、探究前沿科技，
比如进行浮力、回声等理解的小实验，手工制作潜艇、
航母等小项目，逐步形成了以舰船发展的历史为轴，
以舰船的知识为载体，以爱国精神、科学精神为魂的
系列校本课程。

“双减”的核心目标在于为中小学生减负，但为教
师群体减负同样不容忽视。随着“双减”工作力度不
断加大，一线教师的教学工作量、非教学工作量有所
增加，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成就感、获
得感也应相应增加，这样才能有利于调动教师群体教
书育人的积极性，让“双减”工作持续深入推进。

武昌区把保障机制作为落实“双减”政策的核心
支撑。武昌区教育局先后出台《武昌区初中学校课后
服务实施指导意见》《武昌区教育局关于小学课后服
务工作的建议》，确保学校课后服务课程设置规范、实
施过程规范。

在落实经费保障体系方面，做到专款专用，及时
足额发放教师课后服务费用。加强后勤保障体系方
面，从提供午休场地、课后服务晚餐等方面强化服务
保障。强化人员保障方面，以校为单位，合理安排师
资，探索弹性上下班制度为教师减负，探索开展第三方
机构进校园开展课后服务。同时，严格落实《武昌区教
育局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清单》内容，减轻教
师额外工作负担。减少各种和教学无关活动进校园
的次数、减少考核频次和力度，让教师专心教学。

共绘育人“同心圆”
教育生态优起来

武昌区珞珈山小学学生和老师一起在校园里的秧田里插秧。

武昌区中小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孩子们展示啦啦操。

武昌学生区情读本——《这里是武昌》发布会现场。

武昌区“名师公开课”助力课堂提质增效。

“碳探武昌伢”亮相中国科学院科学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