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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基函〔2021〕60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公布
2021-2022学年中小学生竞赛活动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各竞赛主办及组织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教基厅〔2018〕9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

动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0〕21号）和《教育部办公

厅关于公布 2021—2022 学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的

通知》（教监管厅函〔2021〕7 号）精神，现将省教育厅审核通

过的 2021—2022 学年全省中小学生竞赛活动项目和我省中小学

生参加的全国竞赛活动项目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就进一步

加强中小学生竞赛活动项目规范管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控竞赛总量。严格控制面向全省中小学生开展各类竞

赛活动的数量，切实减轻中小学生和家长负担。未经省教育厅批

准，各地各校不得擅自组织面向中小学生的全省性竞赛活动，也

不得组织或动员中小学生参加非学历教育机构等社会组织举办

的各类学科竞赛活动。除教育部有文件要求外，原则上不以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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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统一组织中小学生参加其他全国性的竞赛活动。各地要加强

对竞赛管理政策的宣传，让中小学师生和家长充分了解掌握全国

和我省竞赛名单，引导中小学师生和家长主动抵制名单外的违规

竞赛活动，发现线索及时向相关部门投诉举报。

二、严格竞赛评审。各竞赛主办单位或组织单位要切实履行

主体责任，全面开展一次自查，对以往获奖项目的真实性、独创

性进行复核。在复核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评审办法、评审标准，

健全异议监督机制、处理机制等，对申请参评的竞赛项目严格把

关，特别是加强资格能力审查，实施全程跟踪，坚决避免参赛项

目明显不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现象的发生，坚决防止由家长或其他

人替代等参赛造假行为。

三、严禁竞赛违规收费。各竞赛主办单位或组织单位要坚持

公益性，不得向学生、学校收取任何费用，坚决做到“零收费”，

不得通过面向参赛学生组织培训、冬令营、夏令营等方式，变相

收取费用，不得推销或与一些公司挂钩变相推销资料、书籍、商

品等，不得借竞赛之名开展等级考试违规收取费用。

四、严格竞赛结果运用。各地要继续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幼

升小、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政策，不得将任何竞赛奖项作为升

学依据。要严格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教基二〔2016〕4 号）和《省教育

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意见》（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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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基〔2018〕3号）要求，继续对本地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

（中考）加分项目进行清理和规范，严禁将各类竞赛获奖情况作

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中考）加分依据，相关特长和表现等

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五、统筹疫情防控和竞赛组织工作。各地要按照属地疫情防

控要求，指导区域内组织参与竞赛活动的学校，科学研判疫情防

控风险，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堵住所有可能导致疫情反弹的漏洞。

各竞赛主办单位或组织单位要坚持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放在第一位，通过研判疫情防控风险，确定竞赛的组织时间、形

式和范围，并按照“一项目一方案”原则，成立疫情防控专项工作

组，制定严格的疫情防控方案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审慎有序

推进竞赛组织工作，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属地疫情防控部门，

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六、营造风清气正赛事氛围。省教育厅将在教育部的指导下，

进一步规范对审核通过竞赛的管理，严肃查处竞赛中出现的违法

违规行为。各地各校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一经发现教师或其他

人员存在让他人在未参加研究的成果上署名，代写论文或者代为

进行创作、研究，为子女或他人参加评奖提供条件或者支持等违

反师德师风或学术不端的行为，要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要求，

依法依规进行严肃查处。

各地在组织竞赛活动中如有情况，可与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