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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晚报》报道，昨天上午10时，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新闻中心在梅地亚
中心多功能厅举行记者会，邀请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就“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
问。

陈宝生表示，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教育
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现在摆
在全体教育工作者面前有两个考题：一是加
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二是解决好教育面临的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各种问题，让每一个孩子都
能享有优质而又公平的教育。

陈宝生称，新时代教育人新的长征、新
的赶考要答的“卷”集中起来，就是这两个问
题，“今天我也就此接受各位‘老师’的‘考
试’。”

谈消除大班额

66人以上超大班额
今年基本消除

记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指出，要抓紧消除城镇“大班额”。教育部也
明确，今年要基本消除66人以上超大班额，
2020年要基本消除大班额，要实现这一目
标有哪些具体举措？

陈宝生：“大班额”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危
害：一是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人一多，乌
泱乌泱的，心情肯定不好。二是影响教学
质量，坐在后排的看不到板书，听不清老师
授课的内容。三是有可能带来安全问题。
所以“大班额”必须坚决予以解决克服、消
除。

大班额有两类：一类是超大班额，66人
以上叫超大班额。另外一种叫大班额，56
人以上。2017年全国有大班额36.8万个班，
占全部班级的10.1%，这一年减少了8.2万个
大班额，和上年比下降了18.3%。超大班额
现在全国有 86000 个班，占全部班级的
2.4%，去年一年减少了56000个班，下降的
比例在 39%以上，近 40%。我们的目标是
2018 年基本消除 66 人以上的超大班额。
到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额，就是56人以上
的班。

总结这些年的经验，措施是统筹规范、
台账督办。统筹，就是要统筹城乡义务教育
一体化，把“城市挤”和“农村弱”统筹起来考
虑。“城市挤”这一块，核心是增加学位。过
去我们建了好多小区，规划中有标准化学校
配置，但是欠账很多，没有建。欠账的要补
上，要还账，新建的小区必须同步建设标准
化学校，千方百计增加学位。“农村弱”这一
块，主要是办好教学点、寄宿制学校，把这
些办好，提高教学质量，能够稳定一部分生
源。

所谓规范，就是要规范学校的招生行
为、办学行为，科学设置学生的作息时间，搞
好中小学免试就近入学改革，同时优质高中
招生计划在区域内合理分配。

台账，就是要按照各省市县政府设定消
除大班额的规划，建立工作台账。按照今年
超大班额基本消除、明年大班额取得突破性
决定性进展、2020年基本消除大班额这样
一个目标，倒排工期，落实责任，建立工作台
账。督办，根据台账、根据规划，督促落实各
项政策措施，确保目标如期实现。

谈学生减负

砍断教师和培训机构
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带

记者：近期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了《关
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开展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引发社会的
广泛关注。国家层面已经先后发布了多个
减负令，但感觉孩子负担不减反增。怎么看
待这个问题，怎样才能真正为我们的孩子减
负？

陈宝生：对于减轻学生负担，这些年，我
们已经迈出了重大的步伐，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彻底解决，原
因是多方面的。

减负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
社会问题，需要各方面合作、共同努力。要
从以下几方面减：

一是从学校教学减负。这些年，对学校
减负已经取得明显进展。我们有一些减负
措施是“一刀切”的，有一些减负办法是简单
化的，它的效果值得评估。学校减负主要是
加强科学管理，把减负的任务落实到学校教
学的各个环节，作为一个突出问题来解决。

二是校外减负。主要是规范教育秩序，
治理整顿各类培训机构。培训机构是教育
事业发展的必要补充，现在要整顿的是违规
的这一块，超前教、超前学，违规办学、没有
资质办学，这一块负担很大、很重，学生痛
恨、家长无奈、机构赚钱。这种状况是不允
许的。

三是考试评价减负。要改变评价方式，
完善学业考试办法，建立素质综合评价制
度，不允许以分数高低对学生进行排名，不
允许炒作高考状元。

四是老师教学减负。老师要按照大纲
足额授课，绝不允许课上不讲课下讲、课上
少讲课后讲，甚至鼓励引导学生参加培训。

五是家长和社会减负。整个社会都要
提高教育素养，树立正确的成才观、成功观，
使减负工作有正确的思想基础。这些年各
种成功学、各种培训机构的广告满天飞，很
多都是鸡汤加忽悠。鸡汤喝得众人醉，错把
忽悠当翡翠。要改变这种状况，按照学生身
心发展规律来办事，让他们健康成长。

从这五个方面减负，我想这个问题是可
以解决的。其中有两个关键措施：一是要砍
断教师和培训机构在教学方面的联系纽
带。培训机构可以搞各种培训，但是不能搞
超前教学、超纲教学，义务教育阶段涉及的
各科都不能搞。还要割断各类考试、考评、
竞赛成绩和招生的联系，不把它作为招生的
凭据。公办学校不准抢生源。

二是综合治理，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教育
秩序，构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过重的学
业负担会逐步降下来。

我们给学生要减轻负担，要给老师也减
轻负担，要把时间还给老师，要拒绝各种“表
叔”“表哥”——拿着表来了，要填表，各种
表，必要的表要填，现在是表太多了。学校
要拒绝它们，让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研
究教学、备课充电、提高素质、提高质量。

谈学前教育

基本教学模式是游戏模式
综合治理小学化倾向

记者：最近几年大家对于托幼服务和学
前教育非常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
出要加强对于托幼服务的全程监管，并且要
加大学前教育资源的供给，请问教育部在这
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具体举措？

陈宝生：学前教育是新时期中国教育发
展最快的一个部分，也是当前中国教育最大
的短板之一。前一段时间，我们组织进行了
一场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感受是，经过十
八大以来的发展，中国的学前教育实现了历
史性跨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面临着历史
性挑战。今年开始我们将继续采取一些措
施，来解决好学前教育问题。

首先，要实施好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确定的目标，到2020年普惠性幼儿园
占比达到80%以上，毛入园率达到85%，这
两个目标我们要把它确保实现。

二是在前一段调研的基础上，加强顶层
设计，制定出一个新时代既符合初级阶段基
本国情，又能较好适应幼儿教育需求的发展
规划，我们正在做这个事。

三是继续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管，挂牌监
管，督导各级各类幼儿园提高办园质量，满
足入托、入园的需求。

四是加强幼儿园的安全管理。幼儿园
面临的安全问题有它的特殊性，涉及幼儿生
活、学习的方方面面，在这些环节都要加强
管理，确保孩子的安全。人防、物防、技防并
举，让孩子能够安全、快乐地在幼儿园里生
活成长。

五是要综合治理小学化倾向。应当明
确幼儿园的基本教学模式是游戏模式，不是
教学模式。要综合治理小学化倾向。

六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按照我们现
在220多万幼儿教师、4600万在园幼儿这个
数字来推算，缺教师71万，缺保育员76万。
卫计委预测到2020年有431万幼儿到达入
园年龄，把这个数再换算，缺29万老师、缺
14万保育员。两部分加起来一共190万。所
以师资队伍的培训非常重要，幼师队伍的培
训非常重要，保育员的培训也非常重要。

这里我要说一点，努力提高幼师、保教
人员的待遇，尊重他们的劳动。现在我们好
多幼儿园主要指民办幼儿园，低工资、低待

遇，这个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最后一个措施
就是立法。我们正在调研，会同有关部门抓
紧起草学前教育法，这个事我们要加快进
度。

谈高考改革

今年起有17个省
开启高考改革进程

记者：从 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以来，上海、浙江去年率先实行了新高
考。试点成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下一
步推进高考改革还有什么新动作？

陈宝生：去年上海、浙江的高考招生制
度改革平稳落地，取得了成功，为其他省的
改革提供了经验。要说取得的成果，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牵动了高中教学改革。从上海、
浙江的情况看，他们普遍采用了“走班选课”
等模式。过去那种固定班次教学的模式得
到改变，学生的自主权大了。

第二，推动了素质教育发展。这次高考
改革之后，高中阶段对学生的考核，增加了
综合素质评价这样一个内容。

第三，在学业水平的考评方面促进改
革。过去考试的门类是固定搭配的，现在是
动态组合的，发生了变化。

第四，带来了新的挑战。试点中也面临
着一些问题，比如说学生自主选课这个空间
究竟多大才合适，还有选修的难度系数怎么
设计。另外，走班上课怎么组织，对老师的
工作量怎样设定，学校管理怎么办，都是新
问题。

目前，上海、浙江已经在试点基础上完
善了考试招生改革方案。去年，在北京、天
津、山东、海南四个省市启动了高考招生制
度改革，他们有效吸取了浙江和上海改革的
成功经验，注意到了他们试点中新出现的一
些问题。教育部正在配合指导这四个省市
完善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方案，组织力量研
究，破解面临的这些问题。

此外，从今年起还有17个省份要开启改
革进程。对这些省份，我们正在进行评估，
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实事求是、不凑数，条件
达到了就批准启动，条件达不到就创造条
件，达到了再上。时间服从质量，坚持质量
导向、问题导向，确保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取
得成功。

（李文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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