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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和掌握“双减”背景下教师负担及激励状

况，提升“双减”政策实施成效，“双减”背景下减轻教

师负担及有效激励机制研究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

组)于 2022年 10月期间组织开展了“‘双减’背景下

教师负担及激励状况调查”。本次调查累计回收来

自福建省九个设区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义务教育

阶段教师的有效问卷6060份。

一、“双减”政策施行后教师负担调查分析

(一)工作时长情况

1.任教课时

受访教师 2021-2022学年平均每周任教课时约

为12节。具体来看，受访教师每周任教课时(不含课

后服务)10-13节的占 57.0%，14-17节和 6-9节的分

别占 25.4%和 12.9%，18节及以上和 5节及以下的占

比都较低，分别为2.7%和2.0%。分地区统计结果表

明，厦门市受访教师每周平均任教课时最多，约为

14节；龙岩市和三明市受访教师课时相对较少，约

为11节。分任教阶段统计结果表明，小学教师每周

平均任教课时约比初中教师多 1节，两者分别为 12
节和11节。

2.平均工作时长

受访教师 2021-2022学年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为

8.4小时。其中，受访教师平均每天工作时长在 8-9
小时和7-8小时的居多，占比均在27%左右；工作时

长在 9-10小时、10小时以上和 6-7小时的占比分别

为 18.0%、13.6%、11.3%；低于 6小时的仅占 2.6%。

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厦门市受访教师平均每天

工作时长约为 9.3小时，居全省第一，其他地区教师

平均工作时长介于 8-8.5小时之间。分任教阶段统

计的结果显示，小学教师平均工作时长略高于初中

教师，两者分别为8.4小时和8.2小时。

3.平均教学工作时长

受访教师 2021-2022学年平均每天教学工作时

长为7.0小时。总体来看，受访教师平均每天教学工

作(包括直接和间接教学工作)时长各异，分别有两成

左右受访教师平均每天教学工作时长在5-6小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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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小时；平均每天教学工作时长在8-9小时、9小时

以上和 6-7 小时的教师分别占比 18.3%、17.0%和

14.1%，低于4小时的仅占9.1%。

4.平均非教学工作时长

受访教师 2021-2022学年平均每天非教学工作

时长为 2.3小时。具体来看，四成左右受访教师平

均每天非教学工作(行政事务性工作、家校沟通等)
时长为 1-2小时；四分之一左右受访教师平均每天

教学工作时长在 2-3 小时和 3 小时及以上，仅有

9.4%的受访教师平均每天非教学工作时长在1小时

以内。

需要指出的是，工作时长、教学时长、非教学时

长是独立调查的，而并未采用“工作时长=教学时

长+非教学时长”的方式计算工作时长，且平均时长

计算采用的是统计时长段的中位值，因此最终统计

结果不满足“平均教学时长+平均非教学时长=平均

总工作时长”。

(二)工作负担情况

1.教育教学工作负担

有 73.7%的受访教师认为当前教育教学工作负

担很重或负担较重，认为负担较轻或很轻的合计占

比仅为 1.2%，其余 25.1%的受访教师认为“负担适

中”。从工作负担涉及的内容看，备课教学、批改和

辅导作业被受访教师提及的占比最高，为 83.5%；教

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家校沟通紧随其后，占比分

别为 68.3%和 66.9%；自我提升和学习以及行政性、

事务性工作提及比例也超过五成；绩效考核和周末

培训、进修也占一定比例，分别为38.2%和33.5%。

2.造成工作负担增加的原因

关于工作负担增加的原因，67.6%受访教师认为

是学生管理难度大、成绩提升困难，认为是学校行政

事务繁杂和社会期望值过高的占比分别为 55.2%和

52.3%。认为是绩效考评压力大，自身的身份多样

性，教学设计研究任务重，家校沟通不畅、难度大，教

育改革变化大，工作效率提升困难的占比也都超过

三成。

(三)“双减”政策下工作负担变化

1.工作负担感受

随着“双减”政策的全面推行，各地纷纷出台课

后服务、作业管理等措施，导致教师工作时间加长、

工作任务加重、工作强度加大、教学研究要求提高，

教师负担明显增加。近八成受访教师认为“双减”政

策落地后工作负担有所增加，其中表示增加很多和

略有增加的占比分别为 41.4%和 35.8%。值得注意

的是，7.1%的受访教师认为“略有较少”，0.5%的受访

教师认为“减少很多”。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除

泉州市外，其他地区受访教师认为工作负担有所增

加的均超过七成，其中厦门市、南平市、三明市和平

潭综合实验区该项占比均在八成以上。

2.工作时间增加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受访教师平均每天工作

时间约增加 2.0小时，主要用于备课教学、批改和辅

导作业以及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近五成受访

教师表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增加 1-2小时，约四分

之一的受访教师表示增加2-3小时，认为增加1小时

以内的仅占10.6%。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示，初

中教师平均每天增加工作时间略多于小学教师，两

者分别为2.1小时和2.0小时。

3.工作时长增加的用途

用于备课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的占比最高，为

73.1%；用于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占比为

52.1%；用于完成行政性、事务性工作和家校沟通的

超过四成。根据工作内容统计的结果显示，在备课

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上增加时长最多，平均为 0.9
小时；其次是行政性、事务性工作以及教学设计和教

学专题研究，分别增加0.7小时和0.6小时；其后依次

是进行家校沟通(0.5小时)、自我提升和学习(0.4小

时)、绩效考核工作(0.3小时)、周末培训和进修工作

(0.3小时)、处理新增的其他工作(0.1小时)。
(四)参与课后服务情况

1.课后服务内容

97.2%的受访教师表示所在学校开展了课后延

时服务。课后延时服务以作业辅导工作为主，占比

高达91.2%，开展体育类、音乐类、美术类、手工类、舞

蹈类活动的占比分别为78.0%、62.9%、61.0%、45.2%
和41.6%，其他类仅占5.2%。

2.课后服务参与者

任课教师是课后延时服务主要承担人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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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占比高达 98.3%。班主任、行政人员等也参与了

课后延时服务，校外人员承担课后延时服务工作的

仅占19.1%。

3.课后服务时长

受访教师平均每周承担延时服务时间为 2.5
小时。具体来看，平均每周承担延时服务时间 1-2
小时的教师最多，占比 28.5%；其次是 2-3小时，占

比为 21.5%；其后依次是 3-4 小时的占比 14.7%，

5小时以上的占比 11.0%，1小时以内的占比 10.4%，

4-5小时的占比 9.0%，仅有 4.9%的受访教师没有

承担课后延时服务任务。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

示，莆田市、龙岩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厦门市教

师平均每周承担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均在 3小时以

上；分学段统计的结果显示，初中教师平均每周承

担延时服务时间略多于小学教师，两者分别为 2.6
小时和 2.5小时。

二、“双减”政策施行后教师减负和激励措施调

查分析

绝大多数受访教师认为“双减”政策落地后各项

工作难度、压力等有所增加。具体来看，有 78.8%的

受访教师认为自我提升需求明显或略有增加，认为

学生管理难度和教学组织难度明显或略有增加的占

比分别为 73.2%和 71.0%，认为绩效考核压力、教学

组织难度和家校沟通难度有所增加的受访教师占

比也在 65%以上。对此，各地采取了一些为教师减

负的措施，也采取了一些激励措施。

(一)减负政策或措施实施情况

1.减负政策和措施制定情况

有 56.0%的受访教师表示所在的学校或当地教

育部门为减轻教师负担出台了配套的政策措施。

其中，认为“有政策或措施”的受访教师占比，莆田

市、龙岩市和泉州市超过六成，而厦门市和平潭综合

实验区占比不足五成。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

示，受访初中、小学教师认为出台减负政策或的措施

比例较为接近，分别为56.8%和55.8%。

在具体的减负措施方面，出台合理化教师工作

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占比为 55.4%，最多；紧随其后的

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建立“弹性上下

班”机制和减少日常事务性、行政性工作，占比分别

为38.4%、37.2%和34.1%。

2.减负政策和措施实施成效

46.3%的受访教师认为，减负政策或措施对减轻

教师负担的总体成效良好，其中认为成效很好和较

好的占比分别为 8.6%和 37.7%；48.6%的受访教师

认为政策或措施成效一般，还有 5.1%的受访教师

认为成效较差或很差。分地区统计的结果显示，

龙岩市受访教师认为减负成效良好或较好的合计占

比 58.3%，高出其他地区 10个百分点以上；漳州市、

平潭综合实验区和厦门市该占比不足四成。分任教

阶段统计的结果显示，超半数初中教师对减负政策

措施成效评价总体良好，高于小学教师(44.5%)7.4个
百分点。

(二)激励政策或措施实施情况

1.推出激励政策和措施情况

57.7%受访教师表示所在学校或当地教育部门

有为加强教师激励而出台了配套政策措施。分地区

统计的结果显示，莆田市受访教师表示有出台激励

政策或措施的占比达 72.0%，远高于其他设区市；龙

岩市该占比也超过六成；厦门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

则相对较低，不足 50%。分任教阶段统计的结果显

示，六成以上受访初中教师表示所在学校或当地教

育部门有出台激励政策或措施，高出小学教师

(56.6%)4.3个百分点。

关于具体的激励政策或措施的调查统计结果显

示，明确课后延时服务教师补贴标准的占 81.1%，提

高教师待遇、完善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的占比

也较高，分别为40.3%和35.9%。

2.激励政策或措施实施成效

48.7%受访教师认为相关政策或措施对加强教

师激励的总体成效良好，其中成效很好和成效较好

的占比分别为8.9%和39.8%；47.3%的受访教师认为

成效一般，还有 4.1%的受访教师认为成效较差或很

差。分地区统计结果显示，龙岩市、莆田市、泉州市

和漳州市都有超五成受访教师认为激励政策措施成

效总体良好，平潭综合实验区该占比不足四成。分

任教阶段的统计结果显示，51.2%的受访初中教师认

为减负激励政策措施成效总体良好，高于小学教师

的该占比(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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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减”政策施行后关于教师减负和激励措

施的建议

“双减”政策实施后，学校普遍开展课后延时服

务，教师工作负担加重，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

教师工作时间加长。近八成受访教师认为“双减”

政策落地后工作负担有所增加，且平均每天工作时

间约增加 2.0小时，用于备课教学、批改和辅导作业

以及教学设计和教学专题研究等工作。二是工作

任务加重。课后延时服务主要由任课教师和班主

任承担，工作任务加重、工作强度加大，有 46.0%的

教师认为自身的身份多样性是造成工作负担重的

主要原因。三是相关减负和激励政策措施实施不

尽理想。建议从以下方面减轻教师负担，激发教师

潜能。

一要建立教师减负督查机制。健全教师减负

长效机制，建立减轻教师工作负担专项督查机制，

或将教师减负工作纳入对各级党委政府的考核和

督查内容。对教师工作负担过重地区和学校进行

问责，并建立约谈主要负责人、限期整改、“回头看”

等制度。

二要强化教学育人主责主业。对涉及中小学和

教师的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集中清理，减轻中小

学教师承担的与教学关系不大的社会性负担，严禁

未经市级以上党委政府批准将与教育教学直接关系

不大的内容纳入教师职称评聘、评优评先等。优化

节假日值班制度、家访制度、上放学守护制度、绩效

考评办法等。

三要建立教师心理疏导机制。“双减”施行，提高

了对教师的要求，增加了他们的压力。此外，中小学

教师中女教师居多，小学女教师占比更是高达 80%
以上[1]，她们承担了更多照顾老人和孩子的工作，还

面临着自身专业发展、职称评聘等压力。部分教师

出现睡眠障碍、情绪低落、精神抑郁，处于心理亚健

康状态。因此，应建立常态的教师心理健康筛查机

制、教师心理健康疏导机制、女教师婚育关怀机制，

确保教师身心健康。

四要试点推进“弹性上班”制度。优化“打卡”

“留痕”等管理，杜绝不必要的形式化管理，破除“一

刀切，齐步走”的僵化管理思维，强化目标管理、任务

管理的实效，为教师创设自主完成工作的更大空

间。创新实施“弹性上下班”制度，在确保“完成教学

目标”或“工时总量”的基础上，做好统筹工作，实施

“早到早走，晚到晚走，适当调休”的工作制度，甚至

可以试点让符合一定条件的教师“免考勤打卡”“免

教学常规检查”等制度，切实激发教师提质增效的动

力。此外，要充分发挥智慧平台等技术在课外服务

中的作用，采取信息化、智能化生成作业、批改作业

等手段，借助智能监控辅助上放学接送路队，促进教

师“在线值班”和资源共建共享。

五要优化课后延时服务管理。规范引进社会

资源和社会化人力资源，丰富课后延时服务的活动

内容，同时减轻校内教师压力。相关教育管理部门

应制定学校课后延时服务机构白名单及课程和收

费等管理办法，支持白名单机构参与学校课后延时

有偿服务；分类设置课后延时服务项目，系统设置

符合儿童兴趣需要的课后服务课程，加强体育类、

音乐类、美术类、手工类、舞蹈类、心健类等课后延

时服务项目，允许确有专长的教师经审批后开设前

述类别的有偿服务项目。聘请部分退休教师、志愿

者或高校学生参与课后延时服务，并建立健全薪酬

和奖励机制。

六要创新超额工作激励政策。探索建立“延时

服务积分制度”，将教师参与“双减”工作课时积分折

合成学期教学课时、继续教育课时或班主任工作量、

执教经历等，或在职称评聘时给予一定的倾斜照

顾。根据各地财政基础和课后延时服务班级学生人

数，适当增加补偿性和激励性的加班补助。充分发

挥教育基金等社会资本作用，允许合法基金合规对

在职教师参与课后延时服务给予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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