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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江苏省南
京市玄武区一男子上门打
伤老人、小孩的监控，在网
络引发热议。据被打者亲
属介绍，打人男子因自家孩
子在幼儿园被打伤，上门沟
通过程中掌掴对方孩子并
与其家人发生冲突，推倒孩
子爷爷，致其腿部受伤。当
天下午，南京玄武警方在线
发布警方通报：目前，鲁某
某因涉嫌故意伤害被公安
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
在进一步侦办中。（11月10
日《成都商报》）

在现实生活中，孩子
之间因为种种原因而发生
争吵、打架等冲突，是常有
的事，可能过一会儿孩子
之间就又和好了。可一些
家长往往容不得自己的孩
子吃一丁点儿的亏，一旦
孩子在与别人家的孩子发
生冲突时，不是理性地解
决问题，而是抱着“绝不吃
亏 ”的 态 度 一 味 地“ 护
短”。有的家长甚至失去
理智而对人家孩子进行打
骂。殊不知，如此“护短”
之举，不但会加剧孩子间
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也不
利于孩子形成健康向上的
心理。可以说，家长为了
孩子的一点小冲突而上门
掌掴另一个孩子，是对孩
子最糟糕的一种教育方
式 ，而 且 此 举 也 涉 嫌 违
法。此次鲁某某因上门掌
掴孩子“被刑拘”就是一个
明证，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笔者认为，孩子之间争吵或打架，作
为家长首先应保持冷静，切不可动辄数落
人家孩子的“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护
短”。更不可加剧矛盾和冲突，而应及时
地引导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友好相处，
教导孩子检讨自我，有责任就要承担，孩
子有委屈，若不是原则性的事情，可教导
孩子学会原谅、宽容别人，培养孩子豁达
开朗、不拘小节的胸怀。

其次，要查找自己孩子的原因。或许
孩子之间的争吵或打架只是“无意”行为，
有时候孩子都和解了，而“被欺负”一方的
家长反而“不依不饶”，甚至做出类似“上
门掌掴孩子”之举，这实在不明智。

最后，事后教育孩子很重要。孩子之
间的争吵和脾气、性格没有直接的联系，
发生争吵或打架时因年龄小都不懂得忍
让、相互理解，所以只有一吵了之。因此，
作为家长应该以身作则，让孩子从争执中
逐步学会如何与他人相处，正确解决矛
盾，从而学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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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教育报》报道，湖北
十堰市郧阳区关爱特殊群体学
生，该区 238 所学校设置“心语信
箱”700 多个，3 年来收到 3800 多
封学生来信。对孩子的每一封来
信，各校校长都坚持认真阅读，整
理归类，及时予以回复或者安排
教师一对一地与孩子沟通，让每
封来信都有回音。

近年来，青少年学生心理健
康问题频发。据《中国国民心理
健康发展报告》显示，青少年学生
抑郁检出率为 24.6%。深入分析
青少年学生因心理问题引发的各
类事件，主要诱因包括家长教育
理念滞后、家庭监管缺失、心理健
康教育薄弱等方面。

推进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健康
发展刻不容缓。2022 年的《政府
工作报告》将“强化未成年人保
护”补充修改为“强化未成年人保
护和心理健康教育”。教育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
康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建立学
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
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
生给予重点关注。今年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也要求教育行政部门采取有
针对性的措施，为留守未成年人
提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据了解，郧阳各级学校在校
门口、教室、食堂等地方设置“心
语信箱”和“校长信箱”，鼓励孩子
们把平时不敢说、不愿说、无处说
的话倾诉出来，谁有烦恼、疑问、
困难，对同学有意见，或对教师的
意见或建议等，都可写下来投入
信箱。校长、班主任定期开箱，聆
听学生们的“悄悄话”，利用休息
时间和学生谈心，清除学生的“心
理垃圾”，解开他们心中“疙瘩”，
打开学生心扉，让教育管理更高
效、更有温度。

每一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
生命体，是需要人文关怀的成长
者。教育的过程本质上是师生间
一种双向的情感交流过程。一些
留守儿童缺乏父母的陪伴，导致
性格孤僻又自卑，容易陷入心理
困境，引发心理疾病。在学校教
育和班级管理中，学校和教师要
积极搭建沟通平台，注重留守儿
童情感诉求，广泛收集学生们的
心里话、悄悄话，为他们排忧解
难，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心理困惑
和诉求期盼，驱走他们心理上的
阴霾，保障学生心理健康。

“心语信箱”是一种便捷高效
的沟通方式，值得各校广泛学习
推广。除此之外，各校还应通过
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开展谈心
谈话、定期上门家访、“N+1”结对
帮扶等方式，架设起师生交流的

“沟通桥”，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
校园环境，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心语信箱心语信箱””值得学习推广值得学习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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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日报》报道，11
月 4 日，“中国青少年科普卫
星八一 08 卫星工程”启动仪
式在浙江杭州举行。记者从
现场得知，杭州市文海实验学
校中学部学生将参与打造航
天科普卫星，预计在3年内发
射上天。据介绍，这一科普卫
星将严格按照航天工程化的
研制流程开展，学生可全流程
参与卫星载荷设计、研制、组
装、测试等工作。

作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
水平集中体现的卫星技术，
一群初中生能够掌握？这看
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甚至有
人认为这是“拔苗助长”。实
际上，这些初中生参与研制
的卫星只是“简易版”，个头
小，不像航天科研院所一样
从零起步完成一颗卫星的研
制，而且这些初中生还接受
了航天专家历时近一年的指
导。所以，虽然研制卫星是
一件高难度的“技术活”，但
这些初中生参与研制卫星，
难度却大大降低，也并非不
可能。

而这还不是中国初中生
第一次参与卫星研制。2016
年，中国第一颗中学生科普
卫星成功发射。此后，中国
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联合
多个单位启动实施了中国青
少年科普卫星工程。杭州市
文海实验学校中学部学生参
与研制的卫星属于中国青少
年科普卫星工程系列。此
前，北京八一中学、河北石家

庄市鹿泉区第一中学、山西
太原市进山中学等六所学校
的学生分别参与研制了一颗
卫星，并发射成功。

让 初 中 生 参 与 研 制 卫
星 ，“ 飞 天 梦 ”不 再 只 是 说
说，而是可以通过自己动手
来一步步实现，这样能让孩
子们的“航天梦”不再遥远，
能让梦想有质感、有重量，
也能够激发这些初中生科学
探究的兴趣与热情。通过参
与研制卫星，让研制卫星成
为一次绝好的实践课程，这
样的实践课程更有体验感，
还能增强学生的参与感与成
就感，学生在课本上学到的
数理化知识、掌握的航天知
识，在航天工程里能够找到
应用场景，这样能够更好学
以致用，促进知识的转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目标任
务。“航天梦”要从娃娃抓起，
让初中生参与研制卫星，是
对“高科技人才”的早期培
育。初中生参与研制卫星，
是可贵的实践教育创新。这
样的“创新课堂”也值得推
广，笔者认为，不仅有必要让
更多的学校与学生参与到研
制卫星计划中来，在其他课
程中，也有必要多一些这样
的“创新课堂”，让课本知识
能够与实践有机结合，让孩
子能够在玩中学、研中学、做
中学，通过实践活动，激发学
生的探究欲，锻炼他们的动
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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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科协办公厅、教育部
办公厅正式公布《2023年“英才计划”
工作实施方案》，提出 2023 年“英才
计划”实施范围进一步拓宽，培养高
校增至58所，覆盖25个城市，计划培
养 1700 余名品学兼优、学有余力的
中学生。他们将走进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南京大学等一流高校，在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等自然科学
基础学科领域的知名科学家指导下，
参加为期一年的科学研究、学术研讨
和科研实践。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当今世界国
家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的竞争、
人才的竞争。我国是个教育大国，中
学生数以千万计，在如此多的中学生
中，必然存在大量学有余力的优秀学
生，而如何发掘这些优秀学生的学习
潜力，让他们早日走上科研的道路显

得非常重要。
“英才计划”打破了常规的人才

培养模式。培养创新型科技人才不
能沿用墨守成规的老路，而是要打
破常规的人才培养模式，尽早发现

“苗子”，尽早培养。对于大多数学
生来说，在学校按部就班的学习是
最好的学习方式，但对于一些智力
发育超常的学生来说，按部就班的
学习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知识
的需求，这些学有余力的学生通过
自学已经很好地掌握了中学阶段的
各科知识，他们可以进一步去学习
更为高深的知识，因此“英才计划”
有利于学有余力的优秀学生更好地
成才。

“英才计划”有利于优秀学生立
志献身国家的科研事业。“英才计
划”通过提前介入的方式让学有余

力的学生参与科学研究，熟悉科研
环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
使优秀学生立志献身国家的科研事
业。事实上，很多学有余力、对自然
科学感兴趣的学生由于缺少科研引
导，在报考大学专业时出于追求热
门和就业方面的考虑，选择了非自
然科学专业，虽不至于说是人才浪
费，但对于国家的科研事业来说却
是损失，或许这里面就会出现出类
拔萃的科学家，能够帮助国家的科
研事业更上一层楼，因此实施“英才
计划”，提前培养学生的科研兴趣非
常必要。

“英才计划”有利于“偏才”“怪
才”脱颖而出。在学校中，我们常常
会看到一些“偏才”“怪才”。少数学
生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自然学科特别
感兴趣，钻研到了较深的程度，而其

他学科学得很一般，这样的偏科生在
正常的学校教育中很难脱颖而出，可
能将来也无法从事相关学科的科研
工作，但很多科学家也不是全才，也
只是在某一个科研领域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就，对这些“偏才”“怪才”需
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实施“英才计
划”的目的是培养对自然科学特别感
兴趣、学有余力的学生，而不是培养
全才，因此在选拔学生时还需关注到
这些“偏才”和“怪才”，让他们能够发
挥所长、人尽其才。

“英才计划”对国家建设科技强
国、人才强国十分有益，值得称赞，但
笔者看到目前仅有部分城市的学生
能够加入到这个计划当中，这对于我
国数量庞大的中学生来说远远不够，
笔者期待“英才计划”能够惠及更多
优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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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8 年以来，教育部
持续规范面向中小学生的全
国性竞赛活动，连续四年公
布通过审核的“竞赛名单”。
今年3月份，教育部等四部门
修订出台了《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
法》，对违法违规竞赛坚决严
厉打击。“奥林匹克英语大
赛”等竞赛不在教育部公布
的“竞赛名单”之列，属于违
规竞赛，理应依法取缔。

然而，在中小学生竞赛
管理趋严的新形势下，违规
竞赛、山寨比赛却仍然屡禁
不止，不少家长依旧趋之若
鹜，不惜“烧钱”送孩子参加
违规竞赛，被违规竞赛“割韭
菜”。从表面上看，直接原因
主要有两点，一是被违规竞
赛铺天盖地的虚假宣传忽
悠；二是在家长看来，孩子参
加违规竞赛也是一次很好的
锻炼机会，可以展示孩子的
成长和学习成果。但究其根
本原因，是违规竞赛的背后
存在一根长长的利益链条，
是有不少家长眼中的权威机
构、权威人士在为违规竞赛

“背书”，让家长相信违规竞
赛证书具有“含金量”，进而

“迷信”各类违规竞赛、山寨
比赛。

虽然教育部三令五申竞
赛与入学升学脱钩，《面向中
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
理办法》明确规定，竞赛及竞
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学
招生入学的依据。但在实际
操作中，仍然有一些中小学出
于掐尖、利益考虑，违规操作，
继续将入学、升学与竞赛直接
或间接挂钩，让一些家长误认
为违规竞赛证书对孩子入学
升学有帮助作用。另一方面，
不少中小学、培训机构与违
规竞赛、山寨比赛之间存在
利益勾连，充当违规竞赛的

“帮凶”，帮助违规竞赛进行
宣传，诱导学生参加山寨比
赛，不少学生通过学校教师、

培训机构之手办理违规竞
赛、山寨比赛报名事项。

因此，查处违规竞赛，彻
底铲除山寨比赛的生存土
壤，关键是要斩断背后的利
益链，让竞赛真正回归兴趣
本位、人才培养本位。教育
主管部门要强化监管，确保
竞赛与入学升学脱钩政策严
格落实到位，对违规将竞赛
继续与入学升学挂钩的学校
要予以严惩，通过对学校领
导追责、减少招生指标、追究
行贿受贿的法律责任等方式
进行处罚。

同时，社会组织、企业为
收取报名费、证书费等费用
举办、承办违规竞赛、山寨比
赛，实质上涉嫌诈骗犯罪，应
当以诈骗案立案查办，既要
追究主办方、协办方的刑事
责任，也要查处充当“帮凶”的
学校、培训机构、广告发布平
台等利益相关方的法律责任，
比如直接吊销培训机构的营
业执照、办学许可证，不能只
是以取缔违规竞赛了之。

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面向中小学生违规竞赛问
题查处情况的通报，点名“奥林匹克英语大赛”“希望
数学”等均未列入教育部公布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全
国性竞赛活动名单”，属于违规竞赛。其中包括近年
通过网络和培训机构大肆宣传的小学奥数“数学花园
探秘”“华数之星”等，皆系违规办赛。（11 月 10 日《北
京青年报》）

据《钱江晚报》报道，近日，浙江
省衢州市政府办公厅印发《全面推进
新时代南孔学子“一文一武”专项行
动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
确要求衢州辖区高中生毕业前应取
得应急救护证书，引发社会热议。

从全国范围来看，开展学校应
急救护教育，并非首次被提上政策
议程，但像衢州这样，以市政府名义
出台文件，明确要求高中生必须取
得急救证书的，仍不多见。这预示
着自此以后，衢州的高中毕业生将
拥有“双证”——学业毕业证和应急
救护员证。《方案》提出，学生在小学
阶段要学会简单伤口包扎、发送求
救信息等；初中阶段要学习掌握心
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防灾自救
等技能；高中阶段要熟练掌握一定
应急救护技能，高中毕业前（满18周
岁者）应取得应急救护员证书……

显然，衢州要求高中生取得急救证
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注重循序渐
进，对于普及学生应急救护能力，作
出了系统的制度安排。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医
学上有“黄金四分钟”的说法，特别
是心脏骤停这类最容易导致猝死的
急病，必须在发病后的 3 至 5 分钟内
施救。大量事实表明，掌握急救技
能，一旦面对溺水、突发疾病等意
外，关键时刻可以拯救生命。然而，
相比发达国家 30%—40%的应急救
护技能普及率，我国急救技能普及
比例却不到1%……这些数字凸显着
普及急救技能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2019 年，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
员会印发的《健康中国行动（2019—
2030 年）》提出，鼓励开展群众性应
急救护培训，到 2030 年将取得急救
培训证书的人员比例提高到 3%及

以上，并明确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
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
容。对照来看，衢州出台实施《方
案》，与国家相关部署和素质教育改
革设计契合，是践行健康中国战略
的具体举措，值得点赞。

事实上，衢州在前期的探索中，
已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不少成
功经验。以衢州高级中学为例，衢
州高级中学从 2017 年起开始推行

“生命教育”进课堂，将掌握心肺复
苏急救知识作为与学分挂钩的选修
课。据统计，2017 年至 2022 年，衢州
高级中学共有 3889 名学生学会应急
救护技能，应急救护员证书取得率
达 97%。这不仅印证了衢州要求高
中生取得急救证书的方案可行性，
也彰显了普及学生急救技能教育大
有可为，各地应积极担当作为。

归根结底，衢州要求高中生取

得急救证书只是抓手，旨在激发学
生学习技能的内生动力，目的是增
强相关培训效果。现实中，一些地
方虽然开展了中小学生急救教育，
但只是“偶尔”进行，导致不少学生
对急救技能停留于蜻蜓点水式的
浅层感知。因此，推动急救技能教
育 培 训 进 校 园 ，问 题 不 在“ 必 要
性”，而在“实效性”。一方面，各地
要学习借鉴衢州等地的经验做法，
完善急救技能教育培训体系，建立
健全教育、卫健、红十字会等部门
联动协作机制，着力破解师资不足
等问题，确保急救技能教育有条不
紊、蹄疾步稳；另一方面，要针对不
同阶段学生的身心特点，丰富教育
内容，创新教育机制和形式，让学
生在喜闻乐见的情景中，在争先恐
后的氛围中，将急救技能变成自己
的一项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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