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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教督文〔2021〕1号                   签发：伍平伟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关于开展“五项管理”专项督导自查报告 

 

市政府教育督导室： 

大渡口区教委根据《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

“五项管理”实地督查工作的通知》（国教督办函〔2021〕37 号）

和《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转发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组织责任督学进行“五项管理”督导的通

知》（渝教督函〔2021〕2号）的要求，开展“五项管理”专项督导

检查，现将自查情况函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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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口区现有中小学、幼儿园 103所，其中，公办校（园）

45所，民办校（园）58所（其中，民办幼儿园 55所，民办中学

1所，民办九年一贯制学校 1所，民办小学 1所）。幼儿园在校生

14662人，中小学在校学生 41453人，共计 56115人。 

二、“五项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关于手机管理。制定下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

工作的通知》，加强学生手机进校园管控。辖区各学校针对不同年

龄学生情况，制定差异化的手机管理举措。学生原则上不得将手

机带入校园，确有将手机带入校园需求的，应交由学校统一保管，

严禁带入课堂。并通过主题班会、综合实践课等，让学生看到沉

迷手机的危害，减少使用手机时间。严禁教师用手机布置作业或

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 

（二）关于睡眠管理。加强学生睡眠及午间休息管理。系统、

科学、合理的制定中小学作息时间，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不得早于

8：20、中学不得早于 8：00。开展睡眠主题班会课，引导学生自

觉遵守，形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加强家校联系，发挥家校合力，

倡导家长科学监督学生睡眠，及时了解学生睡眠情况。 

（三）关于读物管理。加强读物排查清理，把好读物质量关。

持续开展“爱上阅读 点亮生命”主题阅读活动，引导学生读好书。

严格执行“一教一辅”，严禁教师开展或者参与组织针对学生的强

制订购教辅资料、报刊等经营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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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作业管理。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

置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家庭作业不超过 60分钟，初中家庭

作业不超过 90分钟。教师不得布置重复性和惩罚性作业，严格按

照教师批改的原则，不得让家长代为批改作业。让老师注重设计

探究性作业、实践性作业，探索跨学科作业、综合性作业，培养

学生个性和兴趣，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五）关于体质管理。 

一是严格落实国家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开足开齐体育与健

康教育课程，配足配强专兼职健康教育教师，确保小学每周 4课

时，初中每周 3课时，高中每周 2课时，实施假期学生体育家庭

作业制度。 

二是强化体育活动，确保学生每天校园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

1小时；中小学每天安排 4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课间 10分钟

充分保障学生到教室外活动。 

三是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制定《大渡口区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创建近视防控特色学校，组织全体学生

每天上下午各做 1次眼保健操，建立学生视力健康电子档案，确

定 3月、9月为近视防控宣传月。 

四是落实体质健康测试制度。建立《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实施机制，每年开展中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定点在重钢医院开

展中小学生年度健康体检，建立学生健康档案，出具健康体检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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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分析报告。 

三、存在的问题 

（一）在手机管理方面，家校合力还需进一步加强，仍然有

学生私带手机进校园的现象。 

（二）毕业年级学生的课业负担较重，睡眠时间不足。 

（三）多数学校缺乏系统性的课外阅读刊物，学生课外阅读

量较少且缺乏教师的专业引领。 

（四）家校社合力不够。学生体质健康与近视防控需要家庭、

社会多方参与、共同努力，长效机制还不健全，还未形成工作合

力。 

（五）体质健康信息化建设有待加强。还未建立学生体质健

康监测和学生视力防控信息化管理平台，数据整合、利用、分析

方面还有待提高。 

四、下一步工作举措 

（一）加强手机管理宣传教育，加大检查和管理力度，“一

校一案”制定手机管理制度。 

（二）加强学生睡眠时间管理。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心理

健康教育以及家长会等多种途径，广泛宣传充足睡眠对于中小学

生健康成长的极端重要性，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睡眠卫生习惯，引

导家长重视孩子睡眠管理。 

（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业务素质，改变教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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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方式，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向 40分钟课堂要质量，提高课

堂的有效性。 

（四）强化宣传引导，通过 QQ、微信、宣传栏、讲座及“小

手牵大手”活动等方式，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切实提高师生、家

长重视学生体质健康的意识，增强共同维护好学生体质健康的行

动自觉、思想自觉，避免“校内重视、校外忽视”的局面，广泛

凝聚共识，突出工作合力，切实保障学生身体健康。 

（五）加强信息化建设。依托专业机构、第三方公司，探索

建设与学生体质健康相关的管理平台，不断丰富数据内容，加强

动态监测，做好数据分析与利用，促进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信

息化、智能化。 

特此报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 

       2021 年 5月 27日 

（联系人：徐斐，联系电话：6273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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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党政办           2021年 5月 2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