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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考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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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起，北京市计划

启动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

划。全市 646 所学校、33 万余名初

中生将免费享受在线辅导。此举旨

在助力“双减”开展，同时利于提升

参与教师的专业水平。

在线辅导为学生提供更加精细

化、个性化的教学服务，有利于“因

材施教，个性发展”教育理想的实

现。当前各校为落实“双减”，加大

了课后服务供给，一定程度上满足

了学生的需求。但不可否认的是，

不同地区、学校的供给存在差异，学

生也存在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问题需

求。在线辅导可以扩大优质教学资

源的影响范围，有效缩小这些差

异。在线辅导为初中生提供个性

化、差异化的特色分类辅导，学生可

以自主选择各个区县的在线教师，

针对自己的问题，寻求解决办法。

在辅导过程中，师生可借助移动终

端，共同实现基于音频、图片和文本

的实时在线辅导。辅导包括“一对

一实时在线辅导”“一对多实时在线

辅导”“问答中心”和“微课学习”4

种形式。学生可以通过平台选择教

师接受实时的在线免费辅导或通过

问答中心解决自己的疑惑，让学生

个性化的自主学习成为可能。

在线辅导打破时空限制，为学生

提供学习资源，搭建学习资源库。辅

导中的“微课学习”就是一个很好的

资源平台。辅导教师会结合自身教

学专长围绕学生的高频问题点、学习

疑难点开发微课、研究课等资源，上

传平台。这种方式类似于现在的“交

流轮岗”，都是扩大优质资源的辐射

影响。在线的微课资源可以打破传

统学习的时空限制为更多学生提供

优质资源。在线辅导的资源库也为

学生反复学习、持续学习创造有利条

件，利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在线辅导有利于教师研究学情，

促进专业发展。参与在线辅导的学

生来自各区，学情大不相同。教师要

针对不同学情采取不同的教学策

略。复杂的学情既是对辅导老师的

挑战，也是丰富的研究资源。平台提

供的学情数据可以呈现分析结果，为

参与在线辅导的教师改进教学、开展

教学研究提供参考。平台对不同类

型学校出现的同质性问题进行大数

据分析，并反馈给学校，有利于反哺

学校，提升课堂教育教学质量。

在线辅导对教与学都有积极的

促进作用。在实行过程中，不宜采

用强硬措施，以免给教师增加过重

负担。对于“参与教师每学期可获

得5万元收入”的问题，系对该政策

的误读。5000分只是理论上最高上

限，现实中不可能存在。教师在平

台上提供服务，被学生选中并且给

予积极反馈后才能得分，并不是提

供了服务就一定会有积分。因此，

调动教师的参与积极性，让在线辅

导真正助力“双减”落地，提升教师

的专业发展，还需进一步探索。

（北京市第五十中学教师 杜明辉）

在线辅导助力“双减”

（上接第1版）
本次考试，全国共安排考点

3600 余个，考场 17 万个，其中包括

1.3 万个备用隔离考场。监考人员

37.8万，为2.5万名疫情封控地区考

生妥善安排在滞留地参加考试。据

各地报告，各地考试组织平稳有序，

实现了“应考尽考”和“平安研考”的

目标。

教育部和有关部门以及各地为

做好今年研考工作，主要做了三方

面工作：

教育部周密部署，全力指导各

地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

作。教育部高度重视做好研考工

作，部长怀进鹏召开专题会听取汇

报，对研考工作作出部署。副部长

翁铁慧多次组织召开调度会，并赴

有关地方检查，考试期间全程调度

组考工作。教育部多次召开部署

会、调度会，全面加强工作部署，及

时开展专项调度。指导各地特别是

疫情形势复杂的重点省份，进一步

完善应急预案，通过增设考点，就地

借考、平移考场、调配试卷等方式，

妥善安排疫情封控地区考生在滞留

地就地考试。要求各地对相关密接

和次密接考生，全部安排在“集中隔

离点考场”考试，确保考生和工作人

员健康安全。指导各地强化考试组

织管理，严格试卷安全保密，加强考

场安全检查，保障实现“应考尽考”，

确保师生安全和考试安全。

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全力保

障防疫组考和考试安全。各地卫生

健康和疾控部门会同教育考试部

门，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进一步完善

工作方案，及时指导做好中高风险

地区考试的防疫工作。公安、交通

部门全力做好研考安全保卫、交通

疏导、考生接送等工作，社区工作人

员、志愿者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和考

生服务工作。

各地精心组织，全力保障研考

平稳实施。各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

研考工作，考前各地省招委召开了

专门会议进行部署，各地协同联动，

相互支持，努力做到全国一盘棋，为

防疫组考和考试安全提供了强有力

的保障。多地为因疫情封控滞留的

考生，采取临时增设考点、省内和省

外异地调卷、重新编排考场等措施，

安排考生就地考试。

王辉介绍，在这次与疫情战斗、

与时间赛跑的组考过程中，教育系

统勇于担当，各省教育行政部门、招

生考试机构、高等学校和考点单位，

克服重重困难，想尽办法为滞留考

生解决就地考试的问题。教师和行

政工作人员不惧挑战，主动请缨，积

极报名承担组考工作，部分高校考

点还积极优化了考试服务，为考生

提供专用食堂、免费简餐、临时休息

区等，得到了考生和社会的赞许。

2022年研考实现

“应考尽考”“平安研考”

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生冬

季运动会日前开幕。本届运动

会有来自全市 16 个区及北京经

济技术开发区、燕山地区 239 所

学校的 1700 余名师生参赛。近

年来，北京因地制宜推进校园

冰雪运动。截至目前，全市中

小学生上冰上雪人数达 210 万

人次。

全市中小学生携手迎冬奥

210万人次上冰雪
本报记者 安京京 文并摄

北京市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

已成功举办六届，是全市中小学生

赛事中参赛规模最大、项目设置最

多、赛期安排最长、场地分布最广的

一项市级冬季运动综合性赛事。本

届运动会有来自全市16个区及北

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燕山地区239

所学校的1700余名师生参赛。

开幕式的展示活动紧紧围绕

“携手迎冬奥，一起向未来”这一主

题展开。通过“冰雪与我”“冬奥有

我”“致敬勇士”“一起向未来”4个

篇章，将花样滑冰、速度滑冰、冰

球、冰壶、滑雪等冬季运动项目与

舞狮、鼓乐、舞蹈、歌唱等表现形式

融为一体，表达全市中小学生对北

京2022年冬奥会的期盼与祝福。

北京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处处长刘忠心介绍，第一届

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举办时，全

市共计 500多名师生参赛。近几

年，随着参赛人数的增加，比赛项

目也由趣味性向专业性转变。今

年运动会有超 1700名师生参赛，

所有比赛项目都是专业项目。中

小学生冬季运动会的举办，为各

区学校提供了相互学习、交流的

平台，同时也是近年北京市大力

推动校园冰雪运动普及、广泛开

展奥林匹克教育成果的体现。

此外，较上届相比，本届运动

会冰球、花样滑冰、滑雪等项目的

学生运动水平不断提升，充分体

现了近年来北京市把花样滑冰队

列滑、冰球等项目作为发展校园

冰雪运动切入点的显著成效。

近年来，北京市教委与市体

育局等部门紧密协作，统筹全市

冰雪运动优质资源，从课程上促

普及、从活动上提兴趣、从文化上

造氛围、从师资上强保障，因地制

宜推进校园冰雪运动，取得显著

成效。截至目前，北京已建立

200 所冰雪运动特色学校和 200

所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全市

中小学生上冰上雪人数达 210万

人次。

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六年级

学生邢优朗从 3 岁开始接触冰

球，将在本届运动会中代表学校

参赛。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学

习冰球锻炼了自己顽强拼搏的意

志，和其他学校的高手“过招儿”

不仅能提升技术，也能为学校争

得荣誉。

北京师范大学昌平附属学校

初三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康家慧

说，短道速滑最吸引自己的是冰

上的速度和激情。短道速滑让自

己体会到团队协作的重要，在训

练中也交到了许多朋友。

本届运动会得到了专业组织

的大力支持。中国花样滑冰协

会、北京市冰球运动协会、北京市

雪上运动协会、北京市冰壶协会

共派出裁判 162 名，其中国际级

裁判8人、国家级裁判42人。

刘忠心介绍，近几年，北京通

过冬奥知识竞赛、漫画征集等活

动，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冬奥、了解

冬奥。本届运动会期间开展了北

京市中小学生冬奥艺术作品征集

展活动，通过将老北京的传统手

工艺毛猴、风筝、剪纸等艺术形式

与冬奥主题相融合，让中小学生

在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

时，学习掌握冬奥知识，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北京市中小学生冬奥知识竞

赛活动已举办三届，通过班、校、

区、市层层选拔、积极参与，已

经成为北京市普及冰雪运动、

传 播 奥 林 匹 克 知 识 的 生 动 载

体。近日，西城区组织开展了

“冰雪情，冬奥梦”中小学生冬

奥知识竞赛主题活动，全区 104

所学校普遍参与活动，64871 人

次参与答题。

目 前 ，各 区 各 学 校 积 极 探

索，因地制宜，课程方面重普及，

活动方面重兴趣，逐步形成了市

区两级特色示范学校布局，为校

园开展冰雪运动和奥林匹克教

育打下了坚实基础。各区各校

充分利用区域优势、积极挖掘校

内外资源，大力推动校园冰雪运

动普及、广泛开展冬奥教育。如

东城区按照学区统筹设计，在部

分有条件的学校铺设校园季节

性冰场，满足整个学区的学生体

验冰雪运动需求。大兴区借助

社会大课堂实践基地，为学生参

与冰上、雪上技能培训提供条

件。延庆区采取政府购买社会

服务方式，组织师生到社会滑雪

场培训，累计 30 所学校、10 余万

人次的学生参与了滑雪训练。北

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在校内建设

冰场，开展冰上项目普及，并主动

辐射服务于周边社区和学区。北

京市一零一中学作为冰雪特色学

校，加强与体育院校合作，利用校

内人工湖搭建室外冰场开展滑

冰、冰球等项目体验。

北京市第六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日前开幕。图为学生正在表演速滑。

各区各校推动冰雪运动普及

北京已建200所冰雪运动特色校

全市1700余名师生参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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