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教育局双减工作实施的总结报告(精
选5篇)

报告是一种常见的书面形式，用于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
出建议。它在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学术研究、商
业管理、政府机构等。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报
告呢？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大家
一起来看看吧。

市教育局双减工作实施的总结报告篇一

推行“小书包”不回家政策，

“小学一、二年级坚决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至
六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等硬核要求落
实到底,在课后服务的时间段完成作业，让作业不出校门。

严格执行“三不”“两禁止”：不布置大量抄写、机械重复
性作业；不留超出课标要求的超纲作业；不留惩罚性作业。

禁止通过手机微信或qq群等方式留作业；禁止给家长布置作
业，要求家长批改、打印作业等。量上精减，形上瘦身，让
孩子轻松无作业回家。

市教育局双减工作实施的总结报告篇二

小学课后服务，全校学生参与率达到96.5%，全校教师参与率
达到100%，并聘请三位校外专业人员入校参与课后服务，拓
展服务内容。

学校统筹配置课程“套餐”，以社团方式推进落实，让孩子
们自主选择。学校设置了舞蹈、合唱、手工、珠心算、健体
游戏、棋类、衍纸、足球、篮球等23个项目课程，学生在丰



富多彩的的活动中，真正实现身动、心动、脑动、情动、意
动、手动的多元融合体验。

市教育局双减工作实施的总结报告篇三

为了让广大群众和全县师生深入了解培训机构治理工作，起
到宣传引导作用，我县印发了《xx瑶族自治县校外培训机构
（含托管机构）专项治理告示》，全县25所学校共领取告
示55份，并均张贴在学校醒目位置。除此之外，还利用xx融
媒体进行了双减工作政策宣传、校外培训机构（含托管机构）
专项治理公告、公示群众举报电话，达到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市教育局双减工作实施的总结报告篇四

为减轻学生作业负担，贯彻落实“双减”作业新要求，制定
了《xx学校关于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实施方案》、《xx学校分
层作业及特色作业管理实施方案》等一系列作业相关新方案，
着力健全作业管理机制，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确切落实“双
减”作业新标准。

“双减”政策下对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更好的贴合上
课内容及教学目标，要少而精，为此，学校提出了“三提”、
三控”，走好“双减”作业管理最后一公里。“三提”分别
是：提高作业设计水平、提高作业管理水平、提高课后服务
水平。“三控”即控制作业总量、控制作业时间、监控作业
批改质量。

学校教导处集结学校骨干力量，学校组织开展了“高效课后
分层作业设计”活动，分为“基础题”“提高题”“拓展
题”，让学生根据学习能力选择作业。我们的高效课堂建设，
需要辅以学生感兴趣、情境化、基于问题解决的高质量作业
来完成完整的学习闭环，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迁移与运
用，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真正实现“减负不减质”。



除了课堂分层作业，还根据学科布置了形式多样的特色作业，
孩子们通过动手动脑，加深了学习体验。

市教育局双减工作实施的总结报告篇五

今年以来，市教育局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以大力推进依法治教、依法治校为重点，积极
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教工作，不断提高广大教育行政
干部、学校领导、师生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其依法
办事的能力，促进了全市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为全市的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积极贡献。

按照中央、省、市对

“五五”普法工作提出的要求，在认真学习党和国家关于社
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上，组织系统教育行政领导干
部重点学习《宪法》、《教育法》、《行政许可法》、《行
政诉讼法》及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等，广
大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逐步养成依法决策、依法管理、
依法行政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实际工作中，坚持育人
为本，保证了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落实，保证了学校的办学
方向，促进了教育公平。建立了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进
一步完善和落实中习组集体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和领导
干部学法用法考试考核等制度。

组织系统教育行政管理人员认真学习了《宪法》、《教育
法》、《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
《国家赔偿法》、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
其他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使大多数公务人员进一步
树立了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的观念，在教
育行政管理工作中，自觉做到了依法执政，依法办事。积极
推进法律进机关活动。利用法制讲座、法制报告会等形式，



认真组织机关公务员开展“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活动，促
使学法用法工作落到实处。 认真学习了《宪法》、《教育
法》、《教师法》、《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
《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与教师工
作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基本的教育法学理论，增强
自身的法制观念，自觉遵纪守法，依法执教、以德育人，做
学生的好榜样。 优化教师队伍，保证师资到位，配备具有法
律知识的教师从事青少年法制教育，做到了教学有计划，学
习有教材，任课有教师，课时有保证。教师针对不同学生层
次的年龄、心理、生理特点、知识结构，用以案说法，以例
释法等形式，深入浅出的阐释法律基本知识，形象生动的上
好每一节课，使学生学习后能牢记在心，受用终生。 组织学
生旁听案件的审理，让他们切身感受违法与制裁、犯罪与刑
罚之间的关系；开辟校园普法专栏，定期举行法律知识竞赛，
组织参观法制图片展览，努力营造一浓厚的法律教育氛围。
还利用多媒体网络平台进行生动形象的法制教育，让学生不
仅仅用眼睛去看法律，用耳朵听法律、用行动去感受法律，
让学生明白法律与我们生活密切关系，从而增强他们的法制
观念，主动养成守法、用法的习惯。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及
公务人员，按照依法治教的要求，切实转变不适应形势的需
要的行政管理方式，依据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与程序对学
校依法进行管理，切实维护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依法保护广
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权。 。做到办事程序、办事规则、办事
纪律、办事结果和办事信息公开，监督方式和途径公开。在
招生政策、中小学收费、干部任用、职称评定、评先评优等
方面都实行公开，增加办事的透明度。 对全市教育行政执法
人员有计划分期分批进行法制培训，不断提高广大教育行政
干部和教育工作者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水平。 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依据教育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教育管理和办学活动，
强化监督机制，维护教育活动的正常秩序。在教育

“热点”工作中，如治理中小学乱收费、招生执法监察等向
社会公示，增加政策的透明度，严格执法、规范管理，并通
过聘请义务监督员和设立举报电话，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

如对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政协委员提出的提案及时给予答
复，对群众反映和新闻单位披露的社会热点问题及时进行查
处。特别是在减轻学生生过重课业负担和治理中小学乱收费
方面，健全组织，完善措施，加大力度，依法查处违纪案件，
充分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严格
履行保护青少年和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职责，坚决制止侵犯
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制定切实可行的制度和措施，加强对
各种违纪舞弊案件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并用有关制度进行约
束，以保证国家政策法规的严肃性，真正做到依法治教。
首先，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高度重视依法治校工作，
把推进依法治教作为促进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改进工作
作风，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推进依法治教进程的一项基础性
工作，充分发挥职能机构在推进依法治校工作中的作用，保
证职能机构自觉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履行对学校的管理职
责，规范管理行为。各学校转变管理理念，明确依法治校的
基本原则，制定推进依法治校的工作规划和目标；明确校内
各工作岗位的职责与任务，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全方
位推进依法治校的工作格局，不断提高学校管理水平，促进
学校不断发展。

其次，建立《章程》，规范学校管理。学校章程是一个学校
总的校规，好像一个国家的宪法。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都是
在学校章程的框架下制定的，学校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按
照章程实施的。所以各中小学校结合本学校的实际，依照
《教育法》的有关规定要求，制定并完善学校章程，在上级
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按照章程实施办学活动。并在学校章程
的框架下，依法建立并健全了教育教学、财务、教师、学生、
后勤、安全等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从而保证学校各项工作有
法可依，有章可循，实现学校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在省市的指导下，部分学校依照《教育法》的有关规定，结
合本校实际，制定了学校章程，依法建立完善教育教学、财



务、教师、学生、后勤、安全等各项管理制度，使学校各项
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实现学校管理规范化、制度化。
各学校把落实

“七项制度”作为创建活动的主要内容，认真抓好教职工代
表大会制度，校务公开制度，学校与社区、家长联系制度，
义务教育入学通知制度，教师资格、职务聘任考核制度，学
生安全和伤害学生的应急处理程序和报告制度，校内教师学
生申诉制度，保证国家教育方针贯彻落实。

有关学校按照创建示范校的具体标准认真落实。查漏补缺，
建、纠并举，在创建中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