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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价事关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长
期以来，“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
命根”“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
子”成为不少学生、教育工作者、用人单位极
其看中的标准。要打破这些教育发展的屏
障，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上月，市委市政府印发

《邵阳市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重点任务
清单》，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的重要论述，破除教育评价唯分数、唯升
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扭转
教育功利化倾向，推动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各项重点任务在邵阳落实落地。

《任务清单》共分为六个部分、113条重点
任务。《任务清单》坚持以立德树人为主线，以
破“五唯”为导向，以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
学生、社会五类主体为抓手，着力做到政策系
统集成、举措破立结合、改革协同推进。

改革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方面，《任
务清单》着眼纠治教育短视行为和功利化倾
向，优化党委和政府科学履行职责的体制机
制。其中明确，完善党委、政府定期研究教育
工作机制，党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每年专题
研究教育工作分别不少于2次；制定市、县两
级党政领导班子成员联系学校、深入教育一
线调研和为师生上思政课的实施意见或实施

方案。同时，还明确了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
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下一级党委政府、考核
教育部门、考核学校和教师，严禁将升学率与
学校工程项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挂钩，严
禁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奖励师生。

改革学校评价方面，《任务清单》着眼纠
治重分数轻素质等片面办学行为，优化立德
树人落实机制，围绕坚持把立德树人成效作
为根本标准、完善幼儿园评价、改进中小学校
评价、健全职业学校评价四个方面内容。

改革教师评价方面，《任务清单》着眼纠
治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行为，坚持
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突出教育教学实
绩，强化一线学生工作，推进人才称号回归学
术性、荣誉性。其中，明确了将师德表现作为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聘、评
优奖励首要要求、第一标准。完善教师荣誉
表彰制度，完善先进典型学习宣传机制，全面
落实教师职业行为准则、中小学教育惩戒规
则，建立师德师风负面清单。

改革学生评价方面，《任务清单》着眼
纠治以分数给学生贴标签的不科学做法，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要
求。其中，明确要优化初高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内容；创新德智体美劳过程性评价
实施办法；完善德育评价方式方法；建立学

生品行表现纪实制度；把学生日常体育参
与情况作为综合素质评价的重要内容，引
导学生掌握 2 项以上运动技能；探索中考体
育科目考试改革；全面实施中小学生艺术
素质测评；探索家庭、学校、社会多方参与
制定各学段学生劳动清单，探索建立小学三
年级及以上年级学生劳动时间出勤打卡和劳
动清单完成销号制度；稳步推进我市中考改
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中
考考试内容体系。

改革社会用人评价方面，《任务清单》着
眼纠治文凭学历至上等不合理用人观，完善
以品德和能力为导向的人才使用机制。其中
明确，要指导督促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
有企业修订、清理选人用人政策文件，停止执
行“唯名校”“唯学历”的相关政策规定及做
法；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习经历、学
习方式作为限制性条件；在参加招聘、职称评
聘、职务职级晋升等方面，职业学校毕业生与
普通学校毕业生同等对待；落实职业学校毕
业生在就业、落户方面与普通学校毕业生同
等对待政策。

此外，《任务清单》还明确，将推进教育评
价改革情况纳入对县市区党委和政府绩效评
估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督导和中小学校（幼
儿园）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邵阳这么做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孝华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讯员 唐 熹 微 陈 小
宁 张琴琴） 7 月 16 日，为期
6 天的邵阳市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文综一班第二期培训落
下帷幕。

此次培训，不但有舒缓工
作压力的经验分享，有维护国
家安全的专题讲座，有教学艺
术的倾情传授，有课题研究的
方法指导，有传统文化、心理
学、信息技术等方面在教育工
作中的融合渗透，更有多名一
线优秀教师的心得解读，内容
丰富、贴近一线。学员们跟随
授课老师，在课本研读深化、
唤醒教育情怀、双减背景下分
层教学、课题研究、传统文化
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如何设计一
场好课、如何成为一个师德高
尚的引路人等方面，受到了知
识的熏陶、精神的洗礼。

名师引航促成长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
超 通 讯 员 李 茂 青 李
可） 日前，市十中开展了暑期
大家访活动。

家访前，学校对大家访工
作进行了集中培训，各部门就
负责领域的家访事项进行了详
细的介绍，要求教师们坚持阳
光家访、廉洁家访，开展家庭调
研的同时宣传学校育人理念、
强调暑假安全防范，并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学习指导和心理健
康辅导，掌握家庭教育中的教
育元素，促进家校沟通。

为让家访工作落实精细，
每个班级由班主任牵头带队，
并分配一名行政领导、两名科
任教师，共同组成一个家访团
队，走进学生的家中，与家长近
距离沟通，对学生的家庭情况、
目标理想、在家表现、心理、安
全等各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了
解，还向家长反馈了学生在校
情况，分享家庭教育指导性建
议，并向家长和学生再一次传
达了假期安全注意事项，重点
强调了防溺水的“七不二会”和
交通安全，推动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形成合力，共同实现育
人目标。

家校合力 育人有方

暑假期间，市十一中常态化开展“党建+关爱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工作，通过实地家访为困境学生发
放帮扶资金，送去爱心与慰问。图为家访现场。 邵阳日报通讯员 胡诗寒 摄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黄容
覃少雄） 7月22日，邵阳市2022年中央专项彩票公
益金教育助学项目励耕计划市级评审工作会召开。

励耕计划是中央财政安排的专项彩票公益
金，由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具体组织，用于资助家
庭经济困难教师的项目。励耕计划困难教师资助
项目包括一般资助和重点资助两部分，一般资助
即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1万元，重点资助即资助标
准为每人每年2-5万元。重点资助的对象为资助
范围内家庭经济特别困难教师，因保护国家财产、

保护师生不受不法侵害等见义勇为导致重伤、致
残甚至牺牲的教师。

为做好励耕计划评审工作，确保评审工作科
学有序、公平公正，市教育局成立了评审小组，制
定了评审方案和评审标准。市级评审中，评审小
组成员认真审阅了市直属学校报送候选资助对象
的申报材料和佐证材料，进行了集体合议，并对各
县（市、区）的候选资助对象进行复核和汇总。最
终，评审出全市励耕计划资助对象493人，其中重
点资助对象16人、一般资助对象477人。

我市2022年励耕计划举行市级评审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尹文
吉） 7 月 18 日至 22 日，市学安委组织四个督查
组，分赴全市各地开展教育安全“百日攻坚”和校
车安全管理情况督查。

督查中，各督查组直奔基层、直插现场，采取
查阅资料、查看现场、走访谈话等形式，就校园安
全“四项建设”、消防安全、房屋安全、校园周边安

全、防溺水、防性侵、防欺凌和食品安全等教育安全
“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情况，以及各地校车主体责任单
位工作制度、台账建立、车容车况、运行线路、教育演
练等情况，和校车维修企业、校车监控平台、校车办
工作情况等校车安全“百日攻坚”内容进行全面督
查。对于督查中发现的问题，督查组进行逐条逐项
登记，并下达现场交办单，要求限期整改到位。

推动教育安全“百日攻坚”行动走深走实

邵阳日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魏燕
娟） 7月21日下午，全市研学实践工作推进会召
开。会议总结了我市实施研学实践（旅行）几年来取
得的宝贵经验，分析了研学实践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并就下阶段全市研学实践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上，各县（市、区）教育局分管研学实践工作
的负责同志、市直各中小学校（含民办学校）的有

关负责同志学习了《邵阳市中小学校研学实践管
理办法（修订）》，市教育局有关同志还就有关修订
内容作了解读。

会议指出，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是学校教育和
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教学的重要内
容，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各级各单位、各学
校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转变观念，充分认识研学实践

的重要意义，加强对研学实践工作的组织领导，精心
部署研学实践活动，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健全监
督评价机制，全力推动研学实践工作的安全、有序、
高效开展。各研学机构、研学基地要不断加强自身
建设，建立健全课程体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
提升研学实践的广度、深度，真正让我市中小学生通
过研学实践研有所获、学有所得。

让研学实践研有所获学有所得

作为一名高校党员教师，邵阳职院教师许
艳平时刻以优秀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将“把学校当家、把学生当亲人、把育人当事
业”的职院精神作为自己的从教箴言，一直坚守
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

从教以来，为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许
艳平在坚持不断学习的前提下，依托课题研究、
参与竞赛等途径，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升理论
水平和科研能力。教学中，她认真制定教学计
划，改进教学方法，充分贯彻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带头推动教学改革与课程改革，通过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综合技能。此外，她还把德育融
入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学生学习生活全过程，
引导和教育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学习“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培养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养。

作为学校教师队伍的中流砥柱，她敢于负
责、勇于担当、积极作为，在知行合一中积极推动
学校“三教改革”，以赛促教，以赛促改。自2018
年以来，她连续五年参加省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
力大赛，三获二等奖、两获三等奖，还获评省“青年
骨干教师”、市“青年岗位能手”等殊荣。

职业教育不但要求学生有扎实的理论基础
和高度的职业精神，更要求学生具备较强的实
操水平和创新能力。为不断磨练学生的专业素
养，提升实践操作能力，许艳平积极带领学生参
加各类比赛，以比赛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

备战 2019 年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高职组
中餐主题宴会设计时，由于赛规有较大调整，她
带领学生从头学习鸡尾酒的调制，学习爱尔兰
咖啡的制作这些以前完全没有接触过的内容。
为了多一点时间练习，除了白天在学校实训室
训练，下班后，她还把学生带到自己家里进行操
练。周末，为了让学生搞好训练，她把年幼的孩
子交给了家人照管，自己则带着学生一门心思
地准备比赛。赴长沙比赛，许艳平又克服困难，
带领参赛的女学生将所有的餐具等比赛用品运
到赛点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在那一届比赛
中，许艳平带领学生们捧回了省三等奖，实现了
邵阳职院在该赛项中“零”的突破。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学生，许艳平还担任兼
职辅导员，每天去班级了解学生当天的学习、生
活以及思想动态。特别是那些家庭有困难、性
格内向、缺乏自信的学生，徐艳平坚持定期与他
们进行谈心谈话，帮助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

学生小张是个孤儿，家庭特别困难，心理状
态也不好。许艳平每隔几天就和他进行谈心谈
话，沟通交流，并倡导班上的学生多关心帮助
他。为了帮助他继续学业，许艳平还特别与学
校相关部门联系，通过学生资助的途径，为小张
申请了生活补助，让他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
学习与生活。

夜晚的查寝，是兼职辅导员一项需要长期
坚持的工作。每天查完寝回到家都已深夜，自
己上小学二年级的女儿早已入睡。看着孩子酣
睡的面容，许艳平既欣慰于孩子的自觉，又因为
缺少陪伴孩子而感到深深的内疚。然而，想想
自己信奉的那句“爱自己的孩子是本能，爱别人
的孩子是神圣”的从教誓言，许艳平又平静了心
情，打开了工作电脑，为第二天的教育教学工作
做起了准备……

把育人当事业

——记省青年骨干教师、市“青

年岗位能手”许艳平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蒋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