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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
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
要求让中小学教师潜心教书、静心育
人。记者走访发现，评比考核过多、
无关社会事务进校园、频繁抽调中小
学教师等“槽点”仍在多地存在。

时间被谁“抢”走了？

——写材料、填表格，部分教师
被“逼”成“表哥”“表姐”。三十岁不
到的彭老师在东部一所小学任中层
干部，旁人看来前途无量的他却已决
定，满 5 年服务期后就离职。“为写材
料长期加班，好在妻子也是教师能体
谅，不然家早散了。”

彭老师告诉记者，学校但凡有活
动他就要加班整理台账，“方案、成
绩、总结、配套的留痕图片、视频，一
个都不能少，还要上传APP。”

“现在不少社会工作项目都搞
‘进校园’，其中不少和学校没啥关
系，但都成了老师的‘材料’重担。”江
苏一知名教育集团负责人说，“比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周期是三年，三
年的材料摞起来能有一人高。如果
这次没评上，还得再搞三年材料。”

—— 扶 贫 任 务 过 重 且 缺 乏 实
效。“‘扶贫大过教学’，这是校长的原
话。”记者采访某县一名高三教师时
得知，当天一场扶贫会从晚上 8 点开
到了 10 点，她近 11 点才回到家吃上
饭。

“督查组下乡镇，要求学校对口
帮扶的老师跟着，主要是填手册、拍
照、打卡签到这些重复劳动。”她说，

“现在拖慢了复习进度，学生们都很
着急。”

——“在线负担”繁重。有一线
教师透露，因为教育系统人数众多，
各种 APP 下载、公众号关注、朋友圈
点赞、网络问卷答题等“在线负担”
往往被硬塞给老师们，不少甚至还
溢出成为“家长负担”。“经常要发动
孩子和家长，班主任在群里督促，家
长截图留证，为网上拉一票到处求
人，家长们也有厌烦情绪。”一名小
学校长说，“‘家校合作’不应是这样
做法。”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是“病灶”

“给老师减负刻不容缓了。只有学
校和老师把全部精力投入教学，才能提
升教学质量，减少学生负担。”河北省邯
郸市邱县第一中学校长韩明耀说。

专家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是 一 些 地 方 教 师 难 务 正 业 的“ 病
灶”。有教师反映，“迎检首先就是写
材料，有材料才能证明你做事了，现
在‘文来文去’太多。”

“不少教师下乡扶贫成了填表做
数据、拍照打卡，就是空对空。”一名
结对3户贫困户的老师则认为，“教书
育人本身也是扶贫扶志的一种重要
途径，老师不是万能的，扶贫任务应
当切合实际。”

官僚主义形成的负担也在“蚕
食”教师们宝贵的精力与时间。东北
一名教师告诉记者，有校领导把县领
导写的文章发到学校群里，要求每个
老师转发、点赞，并且截图发到群里。

冀中某镇教育办周主任称，有的
领导干部“万事甩基层”，有工作用基
层“顶缸”，出问题要基层“背锅”。还
有的干部政绩观扭曲，把“搞形式”当
工作成绩，拼命“包装”政绩，给下级
造成额外负担。“一些地方教师队伍
受害不浅。”

还有乡村小学校长反映，教育部
门倾向于从基层学校借调人员，造成
学校剩下的老师人均工作负担更
重。记者走访东部某县教育局宣传
办发现，该部门7名工作人员，有5人
实际上是编制在基层学校的教师。

专家：保障教师主业
时间需强化顶层设计

今年 9 月，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
《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
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意见
要求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社会
事务进校园、抽调中小学教师等事宜，
严格清理规范与中小学教育教学无关
的事项，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

记者发现，虽然教育部也多次表
示将出台相关举措，但各地仍缺少系
统、具体的措施办法。受访基层教育
工作者和教育界专家呼吁，刹住侵占
教师教学时间这股不正之风需要加
强顶层设计。

纠正形式主义的检查评比方式，
多到现场、重实效。“像校园安全、德
育，这些检查确实是必要的，但形式
也应改进。”一名小学校长说，“如文
明校园评比，一人多高的材料检查组
往往就扫两眼，怎么对得起这么多纸
张，还有背后的财力物力人力？”

落实依法治教，从源头上精简检
查评比活动总量。河北临漳一位中
学校长建议，专项清理“进校园”项
目，严禁侵占正常教学时间、德育活
动时间、体育锻炼时间，控制任务摊
派，明确学校和教师的责任边界。

“让管理的归管理，教学的归教
学。”韩明耀介绍，今年邱县积极给基
层学校、一线老师减负，“我们将教育
学生和提升教师业务能力放在第一
位，明确职能和分工，不让与教学无
关的事务性工作增加教师负担。”

评比材料多、杂事负担重、岗位抽调烦
谁“抢”走了教师们的教学时间？

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威
廉·泰勒22日证实，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曾将是否“放行”对乌军
事援助关联乌方是否公开宣布
调查民主党人乔·拜登父子。

白宫方面认定民主党方面
就闭门听证内容“选择性外泄”，
特朗普本人指认民主党对他处
以“私刑”。

坐实“检举”

多家媒体报道，泰勒当天向
众议院 3 个委员会交出众多“物
证”，包括他与美国驻欧洲联盟
大使戈登·桑德兰的通信内容。

美联社报道，听证会持续数
小时，泰勒的证词不时让发问者
沉默、“交换眼神”。

依据媒体获得并发布的听证
会部分内容，泰勒说桑德兰告诉
他，特朗普把是否向乌克兰发放
大约4亿美元军事援助关联乌总
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是否亲
自公开宣布调查拜登父子及所谓
乌克兰干涉美国2016年选举。

依照泰勒的说法，桑德兰告
诉他，乌方是否宣布启动调查将
关联“所有事”，包括军事援助。

一名美国情报官员先前检
举，特朗普 7月 25日以军事援助
为筹码，要求泽连斯基调查并收
集拜登父子关联乌克兰的“黑
料”。两人通话前大约一周，特
朗普要求推迟发放援助。泽连
斯基最终同意美方要求，乌克兰
方面从9月起获得援助。

拜登是 2020 年美国总统选
举民主党热门竞选人。民主党
人控制的众议院 9 月 24 日对特
朗普发起弹劾调查。

想法“疯狂”

民主党籍众议员黛比·沃瑟
曼·舒尔茨 22 日说，泰勒的证物
和证词把文件、时间线和人物

“串接起来”。
泰勒说，特朗普身边有一个

“非正式圈子”，帮助制订美国对
乌克兰政策，所涉人员分别是特
朗普的私人律师鲁迪·朱利安

尼、桑德兰、前乌克兰问题特别
代表库尔特·沃尔克和能源部长
里克·佩里。

这 4 人中，朱利安尼承认今
年与乌方官员多次接触，要求对
方调查拜登父子，但没有因为这
件事收过酬劳；桑德兰17日接受
国会质询时说，总统让私人律师
插手对乌克兰政策“不妥”；沃尔
克 9 月辞职，缘由是涉嫌帮助朱
利安尼联络乌方官员；佩里定于
今年底辞职，辞职信中没有提及
乌克兰事宜。

媒体报道，泰勒 9 月 1 日向
桑德兰发短信提问：“我们现在
难道要说调查（拜登父子）是安
全援助和（特朗普与泽连斯基）
白宫会面的前提？”

泰勒大约一周后再次向桑德
兰和沃尔克发送短信：“我认为我
们扣押安全援助、用以要求（对
方）协助政治活动，这实在疯狂。”

争斗“敏感”

泰勒 2006 年至 2009 年出任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今年 5 月，
时任驻乌克兰大使玛丽·约万诺
维奇遭解职并离任，泰勒 6 月出
任代理大使。

美联社报道，美国驻乌克兰
使馆22日拒绝回答记者提问，显
现弹劾总统调查的“敏感性”。

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妮·格
里沙姆2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总
统“没有做过任何错事”，美乌之
间“没有一物换一物”；民主党人
出于政治考量，“选择性对外泄
露闭门、秘密听证的内容”。

按照格里沙姆的说法，弹劾
调查“没有意义”，是“有组织的
抹黑”。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推
特”留言，指认民主党人对他处
以“私刑”。“所有民主党人必须
记住他们现在看到了什么：私
刑。但我们会赢！”

伴随弹劾调查推进，一些共
和党籍议员显现对特朗普的坚
定支持，另一些议员22日告诉媒
体记者，泰勒的证词让他们“惊
讶”和“困扰”。

近日，湖南湘西乡村女教师的一
篇文章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对于文
章中提到的为应对各种检查影响教
学等问题，当地相关部门表示将整顿
一切形式主义的检查。

事实上，早在今年 3 月中办就发
布《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通知》，强调今年要解决一
些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
基层减负。“新华视点”记者近日调查
发现，在一些地方的中小学，各种检
查以及与教学无关的活动纷纷进校
园，令教师们不堪重负甚至影响了教
学工作。

有校长称成了“迎
检专业户”，各类单位都
向学校发指令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迎接各种
名目繁多的检查遭到一些中小学教
师的诟病。开展检查本是推动提升
教学质量的一种良好工作方式，但由
于各类形式主义的“迎来送往”，逐渐
异化成为学校负担。

贵阳市一所中学副校长说，由于
学校是重点中学，因此被要求很多工
作“创示范”“做模范”，随着不断获得
荣誉，各种检查也成倍增长。

在这位副校长的办公室里，原
本就很狭小的空间堆满了许多报送
材料。“这只是一部分，还有很多挪
到了其他办公室。”她无奈地说：“上
面三天两头来检查，要是不做好常
态性准备，临时准备材料简直就是

‘要命’。”
重庆市一所实验学校校长告诉

记者，2017 年学校创建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学校，从此，迎检成了全校
上下的中心工作。“我几乎成了‘迎
检专业户’，主持召开的学校领导
班子会、中层干部会、全体教师会
就有五六次。学校还成立了迎检
组 ，各 块 负 责 人 按 照 迎 检 工 作 分
工，连夜赶材料、加班做整改是家
常便饭。”

而一旦验收达标学校成了先进
样板后，迎检任务就更重了。“仅仅上
学期我们已接待了三四拨视察，从中
央、省市到区级都有。上级部门还组

织了外地同行参观学习、区内经验交
流、媒体采访宣传，真是疲于应付。”
这位校长疲惫地说。

重庆市一所示范学校校长说：
“学校教导处、德育处一起统计过，最
多的时候，一个学期就接待了各类检
查、指导近40次。”

有一位小学校长说：“本来争当
先进是正常心态，但现在大家都觉得
工作不要太突出，因为如果太优秀就
会成为样本，接受各种检查。”

除了迎接各种检查，还有众多
与教学关系不大的活动令学校和教
师疲于应对。不少老师反映，现在
流行两句话——“进校园”和“从娃
娃抓起”，这成为很多非教学性工作
纷纷进校园的理由。禁毒、扫黑除
恶甚至创建卫生城市的工作学校都
要参与。

“向学生宣传禁毒知识的确有意
义，但为了检验宣传效果，各种考核
和检查特别繁琐。”贵阳市一所中学
副校长说，需要老师先专题学习，再
组织专题班会、让学生笔试答题，最
后考核的时候既要有分数量化学生
考试通过率，还要准备很多总结资
料。

记者了解到，除了教育主管部
门，学校还要经常接受来自文明办、
关工委、共青团、工会、妇联、科委、街
道办等各级各类单位的行政指令、工
作安排、评比检查。

写不完的总结填不
完的表格，“留痕管理”
不堪重负

不少教师反映，需要用大量材料
证明“真干了”的“留痕管理”，令人不
堪重负。

“什么事情都要‘留痕’。”云南一
名中学校长坦言，不少工作流于形
式，只注重台账管理、留痕记录，不管
实际效果。“应付不完的上级检查，写
不完的总结，填不完的表格，教师变
成了‘表哥’‘表姐’。”一些教师吐槽。

“现在各种检查常态化开展，而
且动不动就要近3年或近5年的实施
情况，缺资料就要赶紧补。不少时候
组织老师加班不是为了搞教研活

动，而是为了补资料。等检查结束
后，这些资料就封存在箱子里，其实
一点用也没有。”上述贵阳中学的副
校长说，有的领导或部门来检查，也
往往就是走马观花，资料不一定看，
但学校不能马虎，必须认真做好各
种准备。

此外，一些地方的教育行政部门
布置工作缺乏计划和前瞻性，“今天
之内完成”“明天必须交”之类的时间
限制，常常让学校疲于奔命。

重庆市一所实验学校校长说，最
辛苦的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上级上
午发通知，下午就要材料，就只能交
给中层干部们去赶。中层干部就7个
人，经常加班迎检查、突击赶材料，周
末都很少休息。每年都有中层干部
不堪劳累提出辞职，空出来的岗位想
找老师接替都难。”

切实为基层减负让
学校聚焦教育主业

一些学校校长坦言，只要学校做
好接待工作，检查一般就能通过。“这
种主要靠检查推进学校工作的做法，
本身就是形式主义。”

许多教师抱怨，现在一些部门追
求的创新，很多都是追求政绩表面好
看的花架子，把时间花在了不该花的
地方，占用大量原本应该从事教学、
科研的时间。

重庆市人民小学校长杨浪浪表
示，对于一些学校有必要参与的工
作，应充分考虑实际情况，由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协调安排，下达指令，避
免婆婆太多，每个部门提一点要求，
布置一点任务，汇集在一起令学校难
以招架。

多位受访教师建议，应严格规范
各类进校园的活动，让学校聚焦教育
主业。一方面要切实落实相关减负
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细化政策，避
免各类检查“搭车”进校园。此外，杨
浪浪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进一步加
强服务意识，深入学校调研，提升科
学管理水平，尊重客观教育教学规
律，更好地服务学校，推动教育工作
的发展。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有校长成“迎接检查专业户”，“留痕管理”不堪重负
让中小学教师叫苦的负担为啥那么多？

美驻乌外交官提供“关键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