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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文件

〔A〕

〔公开〕

五教体函〔2021〕17号

关于对政协五华区九届五次会议

第 21B19号提案的答复的函

曾奇勇委员：

您提出的《家校网络交流平台 也需树立规矩树新风》（编号

为 21B19号）的提案收悉，已交我局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教育工作的关心，对于您提出的建议我局表示

赞同。五华区教育体育局一直高度重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及家校

沟通联系的问题，在不同时期开展了有针对性的减负工作，特别

是近年来，针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教师减负、家长增负”等
问题，以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为突破口，树立正确人才培

养观，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综合施策持续推进减负工作。

一、合理使用网络平台，杜绝任务摊派。

规范学生使用电子产品，养成信息化环境下良好的学习和用

眼卫生习惯，全面提升信息素养。严禁学生将手机带入课堂。不

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上未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评优、推优及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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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加强课堂教学和作业管理，不得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学

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坚决杜绝强制摊派无关事务。区教育体育局对各类进校园事

项进行了梳理和清理，不将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及工作强制摊

派给中小学校，并向教师下达指令性任务。对于特殊、紧急、重

大活动需要学校和教师参与的，由区教育体育局根据上级要求布

置安排。

二、严控书面作业总量，科学合理布置作业。

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

超过 60分钟，初中家庭作业不超过 90分钟，高中也要合理安排

作业时间。

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

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让作业回归到学校育人环节中来。

同时创新作业类型，学校要合理布置书面作业、科学探究、体育

锻炼、艺术欣赏、社会与劳动实践等不同类型作业，充分体现“五
育并举”，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一）健全作业布置机制。

一是加强作业指导。教师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和课后服务时

间，指导学生尽量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主

学习与时间管理能力。

二是认真批改反馈。教师对布置的学生作业要全批全改，并

采取集体讲评、个别讲解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及时反馈，加强对学

习有困难学生的辅导帮扶，切实解决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二）提升作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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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格控制作业总量和时间的基础上，优化作业的设计，创

新作业的形式，强化实践性的作业，积极探索弹性作业、跨学科

的作业。同时，鼓励各校设计符合学生学习规律、体现素质教育

要求和学科特点的基础性作业。

三、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及时做好家校沟通。

（一）科学安排作息

取消或减少放学时间、节假日通过工作群发布通知、安排家

庭作业、家长任务的行为，不得在工作群中发布与教育教学无关

的内容。

严格依据课程标准和教学基本要求确定考试内容，命题符合

素质教育导向，不出偏怪考题。学生的学期评价实行综合等级评

价，不对学生考试成绩进行排名，进一步强化素质教育。

（二）加强家校沟通协作

区教育体育局一直以来都把家校沟通协作作为一项重要的

工作内容，做好家校社三结合工作。通过家长学校、家长会、校

园开放日等形式，充分发挥学校在家庭教育指导中的重要作用。

一是发挥学校龙头作用，全方位培育人才。学校利用一切机

会(如每周一学习培训时间），提醒全校教职工重视家教工作、密

切联系学生家长共同开展好教育工作。提供《家庭教育文摘》给

家庭阅读，提高家长教育孩子的水平，及时了解教育的动态，争

取家长对学校教育的配合。

二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家校合力，及时调整家庭教育中遇到的

困难。五华区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今年 3月—5月推出《关

注孩子心理健康》《陪孩子一起迎接中高考》《如何让孩子爱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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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网络时代，如何做父母》等主题的讲座，聘请专家主动到

学校给家长培训共计 48场。同时各学校根据家长需求采取线上

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校开展家庭教育。今年以来，各各校开展

“家长学校”活动 100余次，有效增强家庭教育的实效性，使广大

家长认识和重视家庭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同时让家长了解孩子的

成长规律，懂得尊重孩子个性，正确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下一步，五华区教体局将一直重视师生、家长减负的工作，

加强开展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的形式，继续探索创新多元

素的家校共育工作板块。将作业管理纳入义务教育和学校办学质

量评价，指导学校完善作业管理细则；经常性组织开展教师培训

和教研活动，举行优秀作业评选与展示交流活动。将作业管理作

为规范办学行为督导检查和责任督学日常监管的重要内容。科教

研机构加强对学校作业设计与实施的研究和指导，切实减轻中小

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

感谢您对五华区教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联系人及电话：谭睿 64102178 ，手机号:13759103191）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体育局

2021年 7月 5日

抄送：区政协提案委，区政府目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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