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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负担少了，休息睡眠多了

上学放学时间调整，是“双减”政
策落地后，不少家长和孩子们最先感
受到的直接变化。

在北京，市教委要求，小学上午上
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8：20，中学一般不
早于 8：00；下午放学时间调整至 17：
30。若家长有特殊原因接送需求，可
向学校提出申请。

“十一”假期后，杭州初中全面取
消统一早读，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8：
00。杭州市教育局要求，非寄宿制初
中晚自习结束时间不得晚于20：30，寄
宿制初中晚上就寝熄灯时间不得迟于
21：30。

广州出台《关于切实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提高教学质量的
通知》，向课堂要质量，尽量不留作业
回家，全力保障孩子每天10小时睡眠
和 1.5 小时以上体育活动。“早上差不
多能睡到自然醒，踏踏实实吃完早餐
再去学校。”广州市越秀区一名五年级
学生说。

上学时间延迟，是为了给孩子们
更充足的睡眠时间；放学时间推后，则
是为了解决家长难以接送的“三点半”
难题。

下午4时左右，走进安徽合肥六安
路小学翠微分校，操场上，田径社团、啦
啦操社团、篮球社团等在进行训练；教学
楼里，各年级均有“课后服务”，在老师指
导下，学生们写作业、阅读、绘画……

“双减”改变的不仅是上学放学作

息时刻，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分配也有
了明显变化。

“以前每天到家后，各科都有作
业，听写、改错、打卡，经常弄到很晚。
现在不少作业在学校就已完成，孩子
可以早点睡觉了。”成都某初中一年级
学生家长李女士告诉记者。

据教育部统计，截至10月底，全国
义务教育学校中，99.3％的学校出台了
作业管理办法，97.1％的学校建立了校
内作业公示制度，学校普遍建立了学
习困难学生帮扶制度。

校外培训少了，兴趣爱好多了

减轻校内作业负担，减轻校外培
训负担，正是“双减”目的所在。不用
再“赶场上课”，能否还孩子们一个快
乐童年？

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十多年来
持续开展的“1＋X”课程每学期已开到
70多门，供全校学生选修，“双减”落地
后愈发受到家长和学生欢迎。

“‘双减’本质上是全面落实党的
教育方针，追求育人的高质量。”清华
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认为，一方
面要踩住“刹车”，把学生从过去繁重
的作业和课外培训负担中解放出来，
另一方面也要为学校教育迭代踩下

“油门”，重构全面落实儿童素质教育
的高质量学校生活，引导学生学会求
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

“双减”之后，越来越多的孩子开
始利用课余时间，或从事力所能及的
家务劳动，或走向户外进行体育锻炼，
或捧起课外书、拾起画笔，打卡书店、
博物馆等，投入更广阔的兴趣天地。

沈阳初一学生崔宸溪因指出英语
教材配图错误而登上热搜，被网友称
赞：“后生可畏！这才是素质教育应有
的样子。”他的妈妈王丹说，曾为孩子

“补习班报得少”而焦虑，但最终决定
给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双减”之后，
酷爱昆虫的崔宸溪有更多时间去户外
观察、去图书馆选书，坚持心中的那份

“热爱”。
北京图书大厦在“双减”后迎来更

多看书买书的中小学生，一些民营书
店也积极尝试课后阅读服务，举办公
益讲座。“现在补习班不让办了，孩子
有大把时间阅读，可以开阔视野、陶冶
情操，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北京家长
孙先生说。

专家表示，“减”负担也要“涨”兴
趣，孩子们有了更多自由时间做自己
感兴趣的事情，“双减”势必带来更加
健康的教育生态，让孩子们在兴趣爱
好的陪伴中乐享童年。

孩子时间变化 冲击传统理念

“双减”是一场力度空前的改革，
必然对一些传统的教育理念、教养方
式带来冲击。

今年 10 月，贵州一家长抱怨老师
布置作业太多，却遭到 37 名家长联名
要求其为孩子转学，理由是理念不
同。培训机构上不了，就“一对一”或

“攒班”；学校作业少了，就自己买卷子
让孩子“刷题”——这样的理念，确实
与“双减”背道而驰。

改变惯性思维，减少家长的焦虑，
需要一套“组合拳”。

“校外问题从校内多想办法解
决，课外问题从课内多想办法解决，
学校要在党建、课程、教学、作业、
课 后 服 务 、 管 理 等 多 方 面 综 合 发
力。”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常务副校
长、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周建华
认为，“双减”应从校外治理与校内
提质双向发力，让教育回归学校、学
生学习回归校园，在校内学会、学
足、学好，让学校回归育人，增强教
育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回归全面而有
个性的发展，最终实现“去功利化，
回归公益化；去应试化，回归素质
化；去焦虑化，回归理性化”目标。

“要以育人共同体建设为载体，深
化家校协同工作。”北京小学校长李明
新认为，要做好政策宣传解读，让家长
理解政策，信任教师工作，达成共识、
形成合力、协同育人。同时，要向家长
提供家庭教育方法，提升家庭教育质
量。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民办教育
研究所所长董圣足建议，学校要以教
学改革实绩赢得家长的认同与支持，
并引导家长改变短视化、功利化教养
心态，一些“双减”配套改革还需深入
推进。

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学校、家庭、社会联动，久久
为功。各地学校和家长代表纷纷表
示，落实“双减”还需要教育评价体系
改革深化、社会用人评价导向变革，让
人才成长通道更多元、更宽广，形成人
尽其才的良好教育生态。

新华社北京11月28日电

“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时间去哪儿了？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
代老龄工作的意见》提出，积极培育银
发经济。记者了解到，作为银发经济中
的重要环节，老年消费近年来迎来加速
期，从产品供给到服务模式的创新，在
帮助老年人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也成
为提振消费的一个亮点。

——走专业化路线，老年体验店、
老年商场快速发展。适合老年人使用的
保湿乳、具有杀菌除臭功能的珍珠纤维
内衣、坐上去可以旋转的洗澡椅……在
上海市闵行区一家商城的老年用品专卖
店内，来购物的老年消费者络绎不绝。

上海银发无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吕双勇说，开发老年用品，一是要
产品创新，走专业化路线。比如研发老
人鞋，就要有大量的脚型数据支撑。针
对成熟的品类，也要不断地开展“微创

新”，使之更加符合老年人的需求。二
是要了解老年群体的消费心理，做好供
应链，把产品成本降下去。“当前老年
消费市场不乏新奇、高端的产品，但高
性价比永远是刚需，这要求企业在确保
质量的同时控制好成本。”吕双勇说。

抓住菜场、广场、卖场这三大老年
人聚集的高频“场域”，以银发无忧为
代表的老年体验店、专卖店正在全国快
速发展。“老年市场和婴童市场有很多
相似性，比如轮椅和童车、老人鞋和学
步鞋。对比婴童单一品牌百亿级的销售
额，老年用品未来增长空间还很大。”
吕双勇说。

——聚焦老年人“冲浪”需求，电商
纷纷推出“长辈模式”。随着电商对人们
生活渗透不断加深，线上购物成为银发
群体的“新潮流”。今年10月，一些主流

电商平台首次推出“双11长辈会场”，并
正式上线“长辈模式”，该模式有着信息
简化、字体放大的特点，还有语音助手功
能，充分满足老年人的多元需求。

相关机构发布的《老年人数字生活
报告》 显示，2017 年至 2019 年，我国
60岁以上老年群体消费金额的年复合增
长率达到20.9％。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王鹏表示，老年人融入数字生活是大势
所趋，信息技术向纵深发展也会让传统
的养老生活与数字化、智能化相融合。

——通过“由卖改租”等商业模式
创新，让优质产品和服务触达到更多老
年人。比如，一款市场售价约 1.5 万元
的老年用智能床，政府补贴后6个月租
金只需 1500 元，相当于一天不到 10
元。在全国不少城市，如今康复辅具都
能租赁。

根据上海市民政局发布的相关通
知，到今年年底，上海市将实现康复辅
具租赁服务网络在全市街镇的全覆盖。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还能享受一定的政策
补贴。

发掘老年消费蕴含的新机遇，当前
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意见明确提出“相
关部门要制定老年用品和服务目录、质
量标准”“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

上海市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原主任殷
志刚表示，老龄化社会给养老服务带来
了巨大挑战，这不仅是消费升级背景下
的供给问题，也是社会转型期所必须解
决的治理问题。政府、企业等各界应积
极发挥各自效能，为老年人提供真正

“看得见、摸得着、买得起”的优质产
品和服务。

新华社上海11月28日电

银发经济迎政策利好，老年消费蕴含哪些新机遇？

▲变化 新华社发

周末节假日没有校外
学科培训，平日里书面作
业也变少了。随着“双减”
政策落地推行，我国基础
教育格局正发生重大变
化。“双减”之后，孩子们的
时间去哪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