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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教育托起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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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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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福建省莆田市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们在学习制作蛋糕。在这所学校里，

70 多名听障学生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享受着九年义务教育。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图② 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安丰乡出口洲中学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书法。该

校认真落实“双减”政策，将传统文化引进课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摄

图③ 安徽省合肥市师范附属第三小学女子足球社团的同学们在训练。安徽省规

定义务教育学校每周 5 天都要开展课后服务，每天至少 2 小时。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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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每个孩子都接受义务教育，事关亿万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国家发展、民族

未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

视教育工作，始终把教育摆在“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超

2959 亿元支持改善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办学条

件。截至目前，全国 99.8%的义务教育学校办

学条件达到基本要求，城乡办学条件差距明

显缩小；强力推进的控辍保学让义务教育辍

学 学 生 由 60 万 人 降 至 不 到 500 人 。 到 2021

年，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4%。全国县

域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目标

迈进。我国义务教育正在质量提升的道路上

奋勇前行。

加强控辍保学

控辍保学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社会工

程，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控辍保学，是我国教

育改革的一块“硬骨头”。2017 年 9 月份，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控辍保学

提高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的通知》，把控辍保学

工 作 作 为 脱 贫 攻 坚 的 硬 任 务 ， 压 实 工 作 责

任，将各级领导责任都纳入到控辍保学的链

条当中。

为了把责任层层压实，尤其是落实落细

到每一个偏远山区，教育部制定了最严督导

办法。“对义务教育辍学高发、年辍学率超过

控制线的县 （市、区），不得评估认定为县域

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司长吕玉刚说。

控辍保学工作不仅责任压实，而且手段

更细。借助中小学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对学生

流动、辍学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对学生学籍

信息变化情况及时予以更新，控辍保学工作

更加精准。截至 2020 年 11 月 30 日，全国义务

教育阶段辍学学生由台账建立之初的约 60 万

人降至 831 人，其中 20 万建档立卡辍学学生

实现动态清零。

在控辍保学攻坚战中，营养餐和“两免一

补 ” 政 策 共 同 为 “ 一 个 都 不 能 少 ” 的 承 诺

兜底。

为改善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营

养健康状况，根据国务院决策部署，教育部

会同财政部等 15 个部门正式启动“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从 2012 年春季新

学期开始，中国有 2600 万农村学生获得了每

天 3 元钱的营养餐补助。资金全部来自中央

拨款，达 160 亿元。

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实行

的 “ 两 免 一 补 ” 政 策 ， 免 学 杂 费 、 教 科 书

费，并对寄宿制学校困难家庭学生补助生活

费，为更多家庭困难的学生铺平了上学路。

比如，从 2017 年起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实

施“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 等保障政

策，截至 2020 年底，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补助惠及学生 35 万人次，

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

实现优质均衡

进入新时代，步入全面小康社会，广大

人民群众对教育的要求已经从“有学上”转

变为“上好学”。义务教育作为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改革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实现优质均

衡 ， 具 体 体 现 为 高 质 量 的 公 平 和 高 公 平 的

质量。

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明确提出，

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依据常住人口规模配置教育资源，保障适龄

儿童就近入学。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教师工资

待遇，加强乡村教师定向培养、在职培训与

待 遇 保 障 。 继 续 做 好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减 负 工

作。这些都为今后义务教育工作发展指明了

方向，促进了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

保障义务教育公平，不仅要有基础条件

的 均 衡 ， 更 要 兜 住 义 务 教 育 质 量 的 底 线 。

2019 年 7 月 份 ， 教 育 部 等 三 部 门 联 合 下 发

《关于切实做好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

提升工作的意见》，要求为大班额“消肿”。

截至目前，城镇义务教育大班额已基本消除。

针对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关于让

外来务工者随迁子女都能公平享受九年义务

教育的建议”，教育部明确答复，从 2021 年

起，各地均不得要求家长提供计划生育、超

龄入学、户籍地无人监护等证明材料，精简

不必要的证明材料，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仅凭

居住证入学。比如，作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

市，深圳市 55%的义务教育学位、38%的公办

义务教育学位提供给随迁子女，比例为一线

城市最高，新建义务教育学校 100%纳入集团

化办学。

在教育部公布的 2022 年工作要点中，明

确提出在义务教育阶段全面落实免试就近入

学全覆盖和“公民同招”，给“掐尖”热泼上

一盆冷水，推动教育公平再上新台阶。在促

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上，多地创造性

地运用“互联网+教育”免费为农村学校提供

优质学习资源，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教育发

展日趋均衡。

提升薄弱学校教育质量，师资是最关键

一环。在偏远地区，通过差别化生活补助和

职 称 倾 斜 ， 有 效 引 导 优 秀 教 师 扎 根 乡 村 学

校。2019 年 4 月份，教育部启动实施中西部

乡村中小学首席教师岗位计划，为中西部地

区输送一批基础教育领军人才。

保 障 义 务 教 育 公 平 ， 残 疾 人 也 不 能 缺

席。在去年国务院印发的 《“十四五”残疾

人保障和发展规划》 中，明确提出巩固提高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水平，健全普通学校

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十三五”时期，残

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 95%，

到 2025 年，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入学

率将达到 97%。

全面落实“双减”

面对升学压力，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

培 训 负 担 长 期 困 扰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学 生 和 家

长，成为教育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早在 2021 年初，教育部就先后印发 5 个

专门通知，对中小学生手机、睡眠、读物、

作业、体质管理作出规定，营造有利于学生

健康成长的环境，为“双减”的深入开展奠

定了坚实基础；7 月 24 日，《关于进一步减轻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的意见》 正式发布，一场前所未有的“雷霆

行动”就此展开。

加强作业管理、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规范校外培训行为⋯⋯

“双减”工作坚持校内校外两翼并进，条条政

策都切中当下教育痛点，以系统观念构建教育

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

在全面落实“双减”的高压态势下，培

训机构扩张乱象得到有效遏制。截至 2021 年

年底，全国学科类培训线下与线上机构压减

率分别为 91.45%和 87.07%。

随着“双减”政策出台，学生的负担普

遍减轻了。不过在此基础上，如何进一步优

化教育资源，满足学生多样化、个性化学习

需求，依然有待破解。实际上，“双减”实施

以来，如何高质量、灵活地布置作业，早已

成为学校着力研究的方向。

北京市西城区教委主任王攀介绍，“双

减”实施以来，北京市西城区开展了作业质

量 提 升 工 程 。 以 课 后 服 务 时 段 的 作 业 完 成

率、作业的弹性和个性为着力点，撬动“双

减”向纵深发展，成效不错。“下一步，将继

续以单元和知识领域为基本单位，梳理知识

图谱，再根据学科特点和学生的实际水平，

进行作业的分层分类设计。”王攀说。

为解决上班家长无法按时接送学生的问

题，各地中小学普遍开展课后服务，目前已

基 本 实 现 全 覆 盖 ， 有 效 解 决 了 家 长 “ 三 点

半”接孩子难问题。在课后服务时间，学校

不仅指导学生有效完成书面作业，做好答疑

辅 导 ， 还 普 遍 开 展 了 丰 富 多 彩 的 科 普 、 体

育、艺术、阅读、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

国家统计局的专项调查显示，2021 年秋

季开学后，73%的家长表示孩子完成书面作

业的时间比“双减”前明显减少。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习一组描写春天的

古诗⋯⋯”在贵州省铜仁市第二十一小学三年

级一班，老师田燕正在教学生学习古诗。田燕

是该校的区级骨干教师，她讲课生动有趣、深入

浅出，非常受学生欢迎。

“田老师从一年级起就教我们，我特别喜欢

她讲课。”三年级一班学生何浩烨说。

第二十一小学位于铜仁市碧江区川硐教育

园区桃源大道旁，建成于 2018 年 9 月，是为解决

城区入学难和川硐新城区学生入学问题而修建

的一所新学校。

为快速提高新建学校的办学水平，碧江区

以城区优质学校为龙头，领办新建和薄弱学校，

组建教育集团，实施“七个统一”，教师统一调

配、班子统一配备、教学统一管理、财务统一核

算、设施设备统一配备、质量统一检测、绩效目

标统一考核，让新建和薄弱学校学生同样享受

到优质教育。

2021 年，贵州启动实施整体提升教育水平

攻坚行动计划，教育发展按下了“快进键”，普及

水平跑出了“加速度”。有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8722 所；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5.5%，超全

国平均水平 0.1 个百分点；小学阶段净入学率

99.92%，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111.08%，高中阶段

毛 入 学 率 超 全 国 平 均 水 平 0.1 个 百 分 点 ，达

91.5%。其中，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和高中阶段

毛入学率均是首次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在晴隆县第六小学，从三宝彝族乡大山里

搬出来的女孩文家秀谈到过去与现在学校之间

的差距变化，眼里透出满满的幸福。

“以前我每天上学都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

路，学校非常简陋，操场也很小。现在的学校

宽敞漂亮，不仅有多媒体教室、图书馆，我们还

能上音乐课、舞蹈课⋯⋯”文家秀开心地说。

2021 年，贵州实施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强校

计划，确定第一批 502 所项目学校；实施城乡义

务教育均等化推进工程，加强城镇义务教育学

校和乡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确需长期保留的

乡村小规模学校建设，完成新建改扩建城镇义

务教育学校 342 所、乡镇标准化寄宿制学校 555

所，新增学位 6.2 万个。贵州的义务教育正向优

质均衡阶段大步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