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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

□戴先任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21日向全国人大常委

会报告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师法实施情况时介

绍，教师法修订工作加快推进，形成了修订草

案。教师法修订将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要求

转化为法律规范。（10月21日新华社）

教师是立教之本，师德是教育之魂。教

师师德有亏，如何为人师表，如何承担对学生

们的教育责任？对师德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如果只对教师的专业能力予以考核，专业能

力强的就予以重用，而对师德不够重视，就可

能让一些师德素养欠缺的教师浑水摸鱼，误

人子弟，甚至伤害整个教育事业，让教育丢了

“灵魂”。

以往，对教师的考评机制更多侧重于教

师的专业能力，师德师风建设成了教育短

板。一些学校过于功利化，认为师德师风建

设用处不大。而事实证明，不把师德当回事

的学校往往会“自食其果”，不仅教育教学质

量难有提升，还可能衍生其他问题。

教师法修订将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师德师风建设的要求将

转化为法律规范，这是将对师德的要求放在

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是为教育找回“灵魂”。

早在2017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德育

工作指南》中要求，中小学实行师德“一票否

决制”。教育部、中央组织部等6部门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

意见》，明确提出要强化师德考评落实，高校

新入职教师岗前须接受师德师风专题培训，

达到一定学时、考核合格方可取得高等学校

教师资格并上岗任教。这些规定都强调了师

德的重要性，但教师法修订突出“师德师风第

一标准”，则将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师德师风

建设的要求转化为法律规范，让师德师风建

设成为教育部门、学校无法回避且必须抓好

的工作，有利于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的

要求。

如何抓好师德师风建设，还需要教育部

门、学校能够严把入职关，对应聘教师要能严

格考核，强化入职教师的师德素养；同时，要

做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管与考核，

强化师德考评；还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不断

提高教师师德修养。

师德师风建设是立校之本、强校之基，需

要真正重视起来。当然，重视师德，也不能忘

了师能，师德和师能要齐抓共进。只有这样，

教育才不会“偏航”，教育才会更有“灵魂”，更

有温度和情怀，更有前途与未来。

突出“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势在必行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有媒体近日刊登了一封家长来信，家长在信中反映，孩
子高中在学校住宿，按照相关通知，学生需要携带指定尺寸
的被褥，学校提供统一的床上用品，但2米的被长却让高个子
的学生出现“盖不住脚”的窘境。因为沿袭统一规定而“盖不
住脚”的被子，折射了一些学校在管理中忽视了真正从学生
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出发。现在学生的身高普遍更高了，被长
又怎能不增加呢？“老规矩”当与时俱进。

（王 铎 绘）

被子怎可“盖不住脚”？

给学校分层教学多一些空间

□李 平

深圳沙湾中学的分层分班教学尽管强

调“没有重点班、非重点班之分”“教师的配

备一视同仁”，但在部分家长的投诉之下，

只存活了3天就偃旗息鼓。

家长们不必一提到分层教学，就条件

反射地将其与“区别对待”联系起来。所谓

“分层教学”，是指教师在学生基础知识、智

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

下，有区别地设计教学环节并进行教学，遵

循因材施教原则、有针对性地实施对不同

类别学生的学习指导，选择不同的教法、布

置不同的作业等。相比传统的教学模式，

分层教学契合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有利于

学生的健康发展。

“双减”之后，随着培训机构的逐渐退

场，学校教育承担起了比以往更大的责

任。家长也需多体谅学校的处境，不能动

辄祭出“教育公平”“教育均衡”的大棒，让

原本正常的教育教学也变得畏首畏尾。“一

刀切”的教育不代表教育公平，只会制造更

大的不公平；教育均衡也不是说让每个学

生都学一样的内容、做一样难度的作业，那

只会让“因材施教”沦为一句空话。随着学

校回归教育主阵地，分层教学、满足学生个

性化需求，非但要提倡，更应加强。

眼下，开展作业研究与管理，布置分

层、弹性和个性化作业，已经成为当下学

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头等大事。各地相继

出台了相关规定，一些学校已实现了根据

学生实际差异，做到“一生一策，一师一

案”，力求作业辅导个性化。所有这些，对

学校、对教师都提出了更大的考验，在此

过程中，还望家长们多一些耐心，少一些

不必要的干扰。

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分层教学的前提
□朱小峰

分层教学是件好事情，它是开展因材施

教的一种方式，是教育精准化的一种策略。

但是，分层教学在实践中却屡屡受

挫，饱受争议，根本原因是分层教学并

没有科学的评价体系作为前提，导致人

们对分层的依据及分层的最终成果产生

怀疑。一方面，分层教学是对自然性的

教学状态进行二次划分，这种划分的依

据是否符合教育对象的成长规律、是否

存在“唯分数论”倾向，需要澄清；另一方

面，分层教学实施后，教育对象的发展

是一种有计划的提升，还是一种无目的

的“放羊”，也必须让大众知晓。上述评

价体系的模糊或者缺失，必然会使得分

层教学被诟病。

由此，首先要建立一整套分层教学的

科学评价体系，以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为

根本宗旨，从学生的学科成绩、个人能力及

综合素质三个方面科学地划分教学分类层

次，并制订相应的师资和教学管理标准，取

得学校、教师和家长的认同。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避免学校急功近利，从而产生划分

升学“重点班”“快慢班”等小动作。实际

上，科学的分层教学，是让所有的学生都

能实现有序发展，所有的班级都成为学校

关注的“重点班”，所有班级的发展都有迹

可循。

其次，在分层教学管理中，要根据学生

的实际情况进行动态管理，形成科学合理

的进出机制，实现不同层次间学生的有序

流动。这种流动，并非高低之分，只是为学

生提供一个检验自身发展能力和空间的机

会，促使他们设定合理的目标并激励自己，

调动自己的积极性，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

“舒适区”，实现学有所长，学有所得。

不必对分层教学谈之色变

□付 彪

分层教学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公开

资料显示，国外的分层教学最早产生于

1868 年的“弹性进度制”，即将学生按照学

力分成甲、乙、丙三个层次，并开展不同水平

的对应指导。进入20世纪后，分层教学的

种类逐渐增多。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学校

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这就是说，

分层教学的前提是在同一个班级内进行分

层，而不是将不同层次的学生硬性分离、独

立建班。深圳沙湾中学既然实施分班，就

难免会遭到家长的质疑。其一，学校是按

照什么评价标准进行分班的？若不是由学

生自主选择，而是由学校按照成绩分班，必

然会给学生贴标签并受到歧视。沙湾中学

在分班时，并没有与家长充分沟通。其二，

家长总希望孩子能在层次高的班级接受熏

陶，但新学期开学后，有的孩子对新班级难

以适应，也使得一些家长产生排斥心理甚

至谈之色变。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要注重因材施教，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

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推进

分层教学、走班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国

家推出的“双减”政策，在教学管理方面提出

了一系列要求，如鼓励布置分层、弹性和个性

化作业等。可以说，这些都为进一步探索个

性化的分层教学模式锚定了方向。

由此可见，分层教学并不可怕，学校不

能与家长充分沟通，操作中不能做到公开、

透明，或打着“因材施教”幌子、实则选拔尖

子生而独立建班，这才值得担忧。如果学校

与家长沟通得好，把选择层次的主动权交给

学生，允许学生在不同层次间流动，并不断

完善分层教学目标、分层评价标准、走班制

管理等配套措施，分层教学就会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支持。

新
闻
回
顾

近期，多位网民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反映深圳沙湾中学初三分层分班教学实行3天被

叫停，希望继续实行分层分班教学。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10月13日回复称，此前学校准备对

初三学生开展分层教学，明确分班没有重点班或非重点班之分，教师的配备一视同仁。但在

一些家长的质疑下，在征求一些家长的意见后，学校决定让所有学生回原班级上课。

仅3天被叫停，分层教学怎么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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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法善治，秩序之本。体育法中拟新增“保证体育课时

不被占用”“在校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等条款，再次敲响了

保障孩子锻炼权的警钟。

依法保障体育课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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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修法”保障体育课的最后一

只靴子终于落地了！10月19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社会建设

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体育法修订

草案的议案。相关报道透露，体育

法中拟新增“保证体育课时不被占

用”“在校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

等条款，以确保学生在校有充足的

体育锻炼时间。

曾经，基础教育中体育课的地

位，既边缘又尴尬。体育课不仅数

量有限，还可能直接被语数外霸

占。长期以来，在不少基层学校，

专职体育教师往往也是其他学科

教师“兼任”的。

在“文化课成绩导向”的基础

教育版图上，体育不是指挥棒，“自

身难保”的境遇自然就不难理解。

2019年年底，一位体育教师的“卑

微聊天记录”被曝光，再次刷新舆

论对基层体育课的认知。

保护体育课的道理，算得上老

生常谈。只是，放弃锻炼权的孩

子，已然显现出诸多问题。2020

年，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

席程红曾在报告中指出：我国儿童

青少年体质健康主要指标连续20

多年下降，33%存在不同程度健康

隐患，小眼镜、小胖墩、小糖人等情

况突出。我国缺乏科学系统的健

康教育体质监测和干预体系，每天

锻炼一小时的学生不足30%。

一边是“中学生运动会纪录

‘沉睡’40年无人破、高中班里引

体向上少有人达标、体育课长跑

改短跑”；一边却是体育教师成

“ 小 透 明 ”、体 育 课“ 名 存 实

亡”——这中间的因果关系，其实

不言自明。

不考不学、小考少学，这是体

育课被打入冷宫的现实逻辑。不

过，选择可能是无奈的，程序上显

然是非正义的。保护体育课、捍卫

孩子的锻炼权，其实是不需要什么

新法来“加持”的。比如，未成年人

保护法修订

草案在公开

征求意见过

程中，近两万

名未成年人

提出两万多

条意见，很多

都是要求减轻

学生负担。为

此，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

指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

护人应当履行“保障未成年人休

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的监

护职责。同时规定，学校应当与未

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互相配合，合理安排未成年学生的

学习时间，保障其休息、娱乐和体

育锻炼的时间；学校不得占用国家

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

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

集体补课，加重其学习负担。

有法可依的问题解决了，如何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更

直白地说，如何确保这些底线的要

求落到实处？去年，云南省教育厅

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中考体育与语文、数学、英语并列

100分”的消息刷爆了云南中小学

生家长的朋友圈。体育分值被提升

到语数外同等比重，这个“吃螃蟹”

的举动可谓破釜沉舟。遗憾的是，

这样的地方部门并不多。这也再次

说明一个老理：保护体育课，靠自下

而上的教育自觉可能比较难；釜底

抽薪的办法，仍在于利用自上而下

的顶层设计强力推进。

良法善治，秩序之本。体育法

中拟新增“保证体育课时不被占

用”“在校不少于一小时体育锻炼”

等条款，再次敲响了保障孩子锻炼

权的警钟。体育课从来不是可有

可无的，体育锻炼本该就是举足轻

重的——依法保障体育课时，这是

关键的第一步，但也绝不能止步于

这刚刚迈出的第一步。抓配套、抓

落实，体育才能真正成为一门让学

生受益终身的基础课程。

●随着国家基础教育交流轮岗政策的推行，进入教育领

域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也会成为一个地方的“共有师资”，很

容易拉动教育教学水平的整体抬高。

“牛师团”折射教师待遇的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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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近日，网上流传一份“深圳中

学2021年新入职教师名单”，引发

关注。这份名单中，2021年该校

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新入职教师有

17人，全为博士或博士后。

不管有多少种解读，名校毕业

生、高学历人才选择从事基础教育

的大潮正汹涌而来。而这种“新常

态”背后，折射的正是教师待遇的

普遍提高。

据深圳市教育局公布的预算

显示，深圳中学今年的财政预算达

到了4.08亿元，其中用于在职人

员工资福利支出的预算约为2亿

元，该校职工总数为471人，人均

工资福利每月42.3万元。而事实

上，近年来，广州、深圳、杭州等经

济较发达城市，教师工资明显提升

引得毕业于顶尖名校的高学历人

才入职，早已不是新闻。教师收入

提高，教师职业真正成为让人羡慕

的职业，也是近年来教育发展的成

就之一。

教育发展要有真金白银的投

入，而且要优先保障。一些较发达

地区的名校“新入职教师阵容强

大”，其实也是教师群体收入待遇

整体有所提高的缩影。之前浙江

义乌官宣“教师收入已超公务员”

引得全国一片叫好，一些地方争相

开出优厚条件“引得凤凰来”也堪

称教育领域一场“静悄悄的变革”。

教育是优先要保障的民生之

一。不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政

府，教育投入都是大头，也只有保

障了大头，才有教育优先发展带来

的社会各项

事业齐头并

进。近年来，

国家教育支

出都是排在

民生投入的

首位，而且每

年增长幅度

都不小。教

育部给出的数据显示，全国已经有

2846个区县的预算安排，实现了

“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当地公务员”。而显然，深

圳、广州等地的公务员工资本来就

高，当地与之相应动态调整的教师

工资水涨船高，从而引来“豪华阵

容的新教师”，这一趋势事实上也

在向全国其他地方蔓延。

社会对教师的认知，也要刷

新。不能一味地强调教师要“安

于清贫，甘于贡献”，也要给予他

们无后顾之忧的各种保障。作为

高度专业化的行业，从事教育特

别是基础教育的门槛也在抬高。

如今国家正在推行“双减”，要大

力加强学校教育的主体地位，提

高教师待遇事实上也是教育改革

配套工程之一。

同时也要看到，随着国家基础

教育交流轮岗政策的推行，进入教

育领域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也会

成为一个地方的“共有师资”，很容

易拉动教育教学水平的整体抬

高。各地不要光羡慕深圳中学大

量名校毕业生入职，也要检视自己

究竟花了多大气力提振本地区教

师的待遇、地位，让教师这个神圣

职业真正让人羡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