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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教〔2024〕12号

六安市叶集区教育局关于印发《六安市叶集区
教育系统“三回归”指导意见》的通知

区直各校，局机关有关股室（中心）：

现将《六安市叶集区教育系统“三回归”指导意见》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六安市叶集区教育局

2024年 3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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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市叶集区教育系统“三回归”指导意见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全面提高基础教育育人质量的

要求，着力解决学校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困难和

问题，切实减轻中小学师生负担，进一步营造宽松、宁静的教育

教学环境和校园氛围，全面提升我区教育教学质量，打造省际毗

邻地区教育高地，现就全区教育系统“三回归”（学校及管理者

回归更加注重主业主责和教育教学常规管理、教师回归更加注重

生态高效的课堂教育教学、学生回归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提出如

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正本清源、回归初心，引导各

校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政绩

观，聚焦教书育人主业主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构建

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二、目标任务

坚持实事求是，聚焦现实矛盾，切实解决学校目前不同程度

存在的应付、浮躁等现实问题，推进教育返璞归真，在现有的教

育环境中实现学校及管理者从繁杂社会事务中回归到更加注重

主业主责和教育教学常规管理；教师坚守初心，安静从教，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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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从完成知识输出教学回归到更加注重生态高效的课堂教育

教学；学生从单一的知识接受回归到更加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打造本真校园、本真管理、本真教学、本真教育。

三、具体举措

（一）推进学校及管理者回归更加注重主业主责和教育教学常

规管理。

构建清净育人环境，打造本真校园。规范进校园事务。实施

“静校制度”，按照“凡进必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

负责”原则，坚持服从大局，结合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关于进校

园活动要求,统筹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规范课程教材管理，加

强教辅及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严禁未列入清单或未经批准的活

动进校园，严禁宗教活动、非法出版物、商业广告及活动进校园，

不随意组织学生参加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严禁学校随意停课

出人、出场地举办有关活动，进校园活动不得干扰学校正常教育

教学秩序。合理摊派有关事项。对照《安徽省减轻中小学教师负

担清单》内容，落实教师“减负要求”，减少要求教师及学生、

家长关注公众号、转发文章、下载 APP、平台注册等行为，非教

育教学直接相关任务，原则上不得硬性规定教师完成，切实减轻

学校及师生负担，减少对学校正常教学秩序的影响，保障教师发

展的时间和空间。切实保障教师权益。实施“教师关心关爱”工

程，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科学安排幼儿园延时服务和中小

学生课后服务，落实教师“弹性上下班”有关要求。搭建青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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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交流交友平台，关心、关爱青年教师生活，拓展青年教师交友

范围，联合开展青年联谊活动，妥善解决广大教师思想、工作和

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与问题，传递人文关怀和组织关爱。

构建优质服务生态，打造本真管理。立足常规，夯实基础。

坚持聚焦主责主业，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绷紧抓教学的“思

想弦”，拧紧抓教学的“责任链”，夯实常规管理，筑牢教学

基石，提高以教学为中心的真管理认识，摒弃应付检查心理、克

服浮躁思想、践行管理即服务理念，全面构建现代学校管理制度，

制定学校章程，构建真服务，打造本真管理，推动学校高质量发

展。深入课堂，促进成长。校长做深入教学一线的实践员、调研

员、服务员、指导员。书记（校长）回归教育本原，深入课堂听

课、巡课、评课，参与教研活动，及时发现并解决教育教学相关

问题，提高以领导课程发展、指导课堂教学、促进教师专业化发

展为核心的教育教学领导力，推动打造真实高效的常态化课堂。

细化管理，打造品牌。结合学校各方面工作，打造联动团队，构

建“校长引领——制度管理——团队实施”的本真管理模式。以

“保底线”为原则，推进护校安园工程，夯实教书育人安稳防线。

以“法治引领 文明育区”为引领，推进依法治教、依法办学、

依法治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推动、保障学校改革与

发展，规范教育收费管理。以常态化校园文明创建为抓手，构建

可持续发展的校园文化，摒弃校园文化等同于几张展牌的简单认

识，切实发挥文化和理念的力量，促进学校内涵发展，让学校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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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成为学生的成长乐园，教师的幸福家园。围绕“五育并举”，

确定 1-2个综合性育人活动，统筹开展其他单项活动，一以贯之，

坚持实施，形成工作特色，构建以学校特色品牌活动为核心的多

元活动体系。将常规活动与特色活动合理搭配，有效融合，摒弃

“这也活动，那也活动，时时活动，处处活动，师生无所适从”

的现象。规范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将研学旅行纳入学校教育教学

计划，精心设计研学旅行活动课程，落实安全保障措施，做到“活

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原则上，小学以区内研

学旅行为主，初中以市内研学旅行为主，高中以省内研学旅行为

主。

（二）推进教师回归更加注重生态高效的课堂教育教学。树

立正确办学观念，打造本真教学。强化课堂主阵地的核心作用。

狠抓课堂教学常规落实，推进科学保教，坚决克服和纠正幼儿园

“小学化”倾向。落实义务教育、高中课堂教学基本要求，促进

教学管理更加规范。继续推进局、校两级教育管理者带头常态化

“推门听课”制度，强化教学质量监测和过程管理。治理过分依

赖多媒体课件，以“机灌”代替“人灌”现象，引导教师优化教

学方式，精择简单、朴实、实用的教学手段，注重启发式、互动

式、探究式教学，重视情境教学，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

学，重视差异化教学和个性化指导。治理“备、教、批、辅、考”

等教学规定动作走样变形，“敷衍式”备课或长期不备课，教学

准备不足，授课内容随意等现象。优化课程管理，不折不扣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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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程标准，严禁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严格

按规定完成课程课时计划。加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

馈。推进课堂“精讲、善问、勤思、实练”模式，建立学有困难

学生帮扶制度，为学有余力学生拓展学习空间。积极研究创设情

境教育，强化学生的学习意志品质培养教育，提高学科思维发展

水平，构建真学堂，打造本真学习。正确对待优质课，避免优

质课过度耗时、过度包装、过度演示，既要发挥优质课的引

领辐射作用，更要凸显“家常课”作为“一日三餐”的重要

性，以优质课引领辐射教师上好体现常理、常识、常态的“家

常课”。强化教研引领的支撑作用。开展真实有效的教研工作，

杜绝“花架子”“假把式”。加强校本教研，深化集体备课和听课

制度，优化学科教学方式，改进教育教学工作，形成在新课标引

领下的备、教、学、评、研、训一体化的教学格局。探索“叶韵”

生态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益。强化教师主导的中坚作

用。打造以“入职培训—启航、骨干培训—领航、名师培训—远

航、校本培训—归航、全员培训—续航、培训者和管理者培训—

护航”为主要梯级的叶师“六航”培训体系，加强教师培训，深

化“三个课堂”应用业务，常态化推进基础教育教师全员“岗位

大练兵·教学大比武”，开展教学基本功提升活动，有效提高教

学水平。加强教师梯队成长体系建设，促进青年教师成长，推进

叶师教学能力精进“绿叶计划”，推动名教师、名班主任、名校

长（园长）“三名培育工程”和“青蓝工程”取得实效。强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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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师风师能建设，持续开展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活动，严

格规范中小学教师从教行为，促进教师遵守职业行为准则，依法

履行教师职责，潜心教书育人，按时完成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做

到应教尽教，切实提高学生在校学习效率。坚持关心、爱护全体

学生，切实履行好作业指导职责，加强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业指

导，减少学生之间的学习分化，注重保护学生人身安全和合法权

益，自觉抵制有偿家教和违规补课等行为。

（三）推进学生回归更加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本真教育。坚持“德育为首、智育为主、

五育并举、全面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德智体美劳“五大行动”，

促进学生德育铸魂、智育固本、体质强健、美育浸润、劳动习惯

养成。推进“问渠”行动，推动基础教育各学段有效衔接，切实

加强小学英语、科学等学科教学管理，练就好学生发展的“童子

功”。有效落实《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

加强德育和思政引领，深入推进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传承红色基因，厚

植爱国情怀，加强中小学国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注重礼仪教

育，强化养成教育，引导学生自觉加强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训练，

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推进“三全育人”，加强

家校社协同联动，全面践行“大德育观”，推行“大思政课”建

设，推行行走的思政课“1+4+X”模式，打造“实践育人”特色

课堂，叫响叶集“春雨润叶”思政品牌。严格落实学校体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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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艺术、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要求，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积极培

养兴趣、爱好、特长。认真落实“双减”政策，推深作业、睡眠、

手机、读物、体质等“五项管理”。

四、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校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按照党组织

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工作要求，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工作举措，强

化工作保障，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工作落实有力度、有成效。

（二）强化督促落实。各校要做好规划与引领，将工作开展

情况纳入学校常规管理，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方式方

法，总结提炼工作中的好做法、好经验，逐步形成长效机制。

（三）积极营造氛围。学习宣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

若干意见》《安徽省深化基础教育改革全面提高育人质量行动计

划》《安徽省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清单》中 19条禁止性规定等，

坚持正确的教育质量观，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为“三回归”落

实落地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抄送：市教育局，区分管领导。

六安市叶集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4年 3月 1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