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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考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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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办公厅日前印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中

小 学 招 生 入 学 工 作 的 通

知》，要求健全义务教育入

学报名登记制度，按照材料

非必要不提供 、信息非必

要不采集原则，进一步规

范报名信息采集。如严禁

采集学生家长职务和收入

信息，不得利用各类 APP、

小程序随意反复采集学生

相关信息等。这些举措保

障了家长和孩子的信息隐

私权利，既简化了招生程

序，又缓解了学生家长对

隐私暴露的忧虑，更能让

每一位学生在受教育的起

点上尽可能公平地开跑，

一举多得。

近年来，一些学校要求

学生在入学填表时必须填

写家长职业、学历、收入等

信 息 ，导 致“ 吐 槽 ”不 断 。

虽然学校从客观上确实需

要掌握学生的家庭情况，

以便能够促进家校共育，

并且对特殊困难家庭进行

有针对性的帮扶。但若是

没有边界、强制性收集，便

可能惹来家长对学校以及

教师的不信任，担忧学校

是否会因“利”、因“财”施

教，导致自己的孩子不受

校方关注，成为“小透明”，

影 响 身 心 发 育 及 学 习 效

果。此外，一些学校为了

方便，往往采用网络方式

收集信息，容易造成隐私

泄露，且容易让学生产生

攀比心理，也会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教育公平。

教育应做到有教无类，

一视同仁、无差别对待每一

位学生，学生的受教育权不

应关联家庭背景。2021年 2

月，某地一教师歧视学生父

母挣钱少的录音在网络流

传，引发大批家长的愤怒及

担忧。这些偶发的小事，

刺痛着天下父母的爱子之

心。因此，对普通家庭而

言，“材料非必要不提供、

信息非必要不采集”原则

能很大程度上消除家长对

孩子因“拼爹”不占优势而

自卑的担忧，更能因此增

进班级凝聚力。

学校“收集信息”这把

“双刃剑”，应从更长远处考

虑。学校“收集家长的信

息”这一举措的出发点是好

的，是为了能对学生的情况

有更加详细的了解，也是为

学校进行精细化管理提供

信息支撑。但凡事要讲究

“度”，对涉及家庭隐私的信

息要注意规避。如学校在

对困难学生实施资助方案

时可以先请有需要的学生

申领，再逐一对这些学生的

家庭情况进行了解，再做最

后抉择；如需配合防疫期间

的流调工作，可以掌握孩子

在疫情期间乘坐交通工具

的具体情况，而不是直接要

求家长或是孩子汇报自家

有没有私家车、平日里怎么

出行等。从过去的家访，到

如今借助微信、QQ 等进行

家校沟通，如果方向不跑

偏、导向不功利，目的都是

为了更好了解学生成长环

境，也能让家长感受到教育

者的爱，长远来看，能让家

长更信任学校，也规避掉不

少家校间的误会与冲突。

教育部明确严禁采集

学生家长信息，是在更好地

呵护教育公平，让家校形成

合力，用更科学的方式共同

守护孩子的校园生活。

（姜思瑶）

本报讯（记者邱乾谋）
2022 年将迎来“双减”政

策实施后第一次中考。

为做好 2022 年中考命题

工作，教育部日前印发

《关于做好 2022 年中考

命题工作的通知》，明确

到 2024 年实现中考省级

统一命题，取消初中学业

水平考试大纲或考试说

明，严禁将高中课程内

容、学科竞赛试题以及校

外培训内容作为考试内

容。

积极推进省级统一

命题。尚未实行省级统

一命题的省份，特别是辖

区内地市命题单位存在

命题管理不完善、条件保

障不到位、命题人员数量

不足、命题质量不高等问

题的省份，要积极创造条

件，力争 2022 年实现省

级统一命题，确保命题质

量。确不具备条件的省

份，要研究提出加快推进

省级统一命题的工作方

案，明确时间表、路线图，

到 2024 年实现中考省级

统一命题。

强化试题政治性审

查。各地在中考命题工

作中要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引导学校全面发

展素质教育，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要建立试题

政治性审查制度，切实加

强各学科特别是语文、道

德与法治、历史、地理等

学科试题的政治性审查，

重点审查试题选材的价

值导向和材料使用的严谨

性，杜绝出现国旗国徽图

案使用不规范、国家地图

版式不完整、不尊重民族

习俗和宗教信仰等问题，

确保试题正确政治方向。

严格依据课程标准

命题。各地要认真落实

依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命题的规定要求，坚决取

消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大

纲或考试说明，不得超标

命题和随意扩大、压减考

试内容范围，严禁将高中

课程内容、学科竞赛试题

以及校外培训内容作为

考试内容，确保依标命

题、教考衔接。

科 学 设 置 试 卷 难

度。各地要按照“两考合

一”“兼顾毕业和升学”的

功能定位，进一步对各相

关学科中考试卷考试时

长、容量、难度等提出规

范要求，科学合理设置试

卷难度，既要防止试卷过

难增加学生学业负担，也

要避免试卷过易难以体

现区分度。要根据不同

学科特点，合理设置试卷

试题结构，减少记忆性试

题，增加探究性、开放性、

综合性试题，坚决防止偏

题怪题，促进有效考查学

生综合素质。

认 真 遴 选 命 题 人

员。各地要按照政治坚

定、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业务精湛的要求，认真遴

选各学科命题人员，确保

达到国家规定的“每个学

科命题组原则上不少于5

人（含至少 2 名试题审核

人员）”基本要求。命题

人员应以优秀学科教研

员和初、高中骨干教师为

主，积极吸收符合条件的

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及其

他 相 关 机 构 的 专 业 人

员。严禁命题人员参与

考试辅导材料编写和校

外培训活动。

规 范 中 考 命 题 管

理。各地要进一步建立

健全命题管理规章制度，

严格规范命题程序，完善

闱点条件保障，强化安全

保密工作，确保命题工作

顺利开展。要加强命题

人员培训，严明工作纪

律，签订保密责任书，明

确命题工作责任。要坚

持试题命制人员和审核

人员分离，加强试卷政治

性、科学性、技术性、程序

性 审 查 和 学 科 交 叉 审

查。要认真做好评卷工

作，建立主观性试题“一

题多评”制度和试卷抽检

复核制度，确保评卷质量

和公平公正。

教育部要求，各地要

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周

密部署，结合教育部2021

年中考命题评估结果反

馈，深入排查本地中考命

题工作薄弱环节，全面加

强命题工作，确保 2022

年中考命题质量，进一步

巩固提高“双减”工作水

平，促进基础教育高质量

发展。

（上接第1版）
不合格表明考生的身

体状况具有《普通中等专业

学校招生体检标准》“一、有

下列疾病或生理缺陷者，不

能录取”中所列条款或《技

工学校招生体检标准及执

行细则》“一、标准”中所列

条款或《北京市普通高中招

生体检标准》“一、下列疾病

者，普通高中不宜录取”中

所列条款。这部分考生不

宜选报中等职业类学校或

普通高中。

北京教育考试院中招

办有关负责人说，考生在拿

到体格检查结果后要详细阅

读全部内容，如果对体检结

果有疑问，认为与自己身体

实际情况不符，要在获悉体

检结果一周之内，通过班主

任或校医向本区中小学卫生

保健所提出复检要求。

此外，在对考生进行体

检的过程中，区中小学卫生

保健所可能会遇到不易确

定的疾病，或需进一步指导

考生选报专业，或涉及招生

体检标准以及有关的政策

等疑难问题。为了对考生

负责，及时解决这些问题，

保健所会将考生及时转到

北 京 市 体 检 中 心 进 行 会

诊。会诊时，考生需携带各

区保健所开具的会诊单及

本人身份证或学生证。会

诊时间为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的每周三 13 时 30 分至 15

时 30 分。会诊地点为北京

市体检中心马甸体检部。

北京市广渠门中学学生在初三学部教室内参与光学实验。 李 灿 摄

严禁学科竞赛、

校外培训等内容

进入中考试题

尊重家长隐私 呵护教育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