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声音声音责任编辑 / 杨 乐

美 编 / 马 亮

电 话：029-87337551
E-mail：shengyinban@126.com

教师是立教之本，师德是教育
之魂。人们关心“教师失德”事件，
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其本身
也并非坏事。比如教师师德有亏，
如何为人师表，如何尽好对学生们
的教育责任？人们关心“教师失德”
事件，就是担心一些师德素养欠缺
的教师浑水摸鱼，误人子弟，甚至伤
害整个教育事业，让教育丢了“灵
魂”。而只要方法得当，合理合法，
通过关心“教师失德”事件，关注师
德师风等教育话题，也能起到倒逼
教育部门、学校重视师德师风建设
的积极作用。

但问题在于，一些人对“教师
失德”事件的关心“跑偏”了，目前

涉教师不实舆情频发。虽然随着
我 国 师 德 师 风 建 设 制 度 相 继 出
台，师德违规案件数量总体下降，
但针对师德师风的负面舆情并未
减少。随着社交媒体、自媒体的
发展，涉教师不实舆情变得更加
严重。

媒体调查，涉教师不实负面
网络舆情有不实举报、引导舆论、
教 师 污 名 化 、恶 意 炒 作 等 多 种 。
涉教师不实舆情让教师成了舆论
攻击对象，对教师造谣中伤，破坏
了家校信任，破坏了尊师重教的
社会氛围。

涉教师不实舆情还会导致一些
教师在管理教学上“不敢管”，变得束

手束脚，对学生放任不管。污名化教
师等，会让教师寒心，还会降低教师
职业的吸引力。所以，涉教师不实舆
情，不仅损害教师权益，最终伤害的
是学生群体和教育事业。

涉教师不实舆情的存在，不
意 味 着 舆 论 对 教 师 的 监 督 不 可
取 ，相 反 ，应 该 正 确 引 导 对 教 师
的监督。关键监督不能“跑偏”，
不能对教师进行不实举报、污名
化 、刻 意 炒 作 等 ，要 引 导 社 会 力
量正确监督教师，对于涉教师不
实舆情则要依法严厉惩治，保护
好教师的合法权益。比如，对于
涉教师不实舆情的造谣者、传谣
者要能依法依规进行惩治，网络

平台要履行好管理责任，加强自
媒体账号管控，杜绝涉教师不实
舆情。另外，要补上学校舆情处
置 、依 法 治 教 的 短 板 ，学 校 管 理
者要加强媒介素养培训，要提升
依法治教能力。每位网友也要提
升网络素养和法律素养，要做到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教师是教育的“燃灯者”，是学
生成长的“引路人”，要保护好教师
的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
氛围，就不能让教师沦陷在“谣言陷
阱”中。对涉教师不实舆情要合力
围堵，为教育的“燃灯者”点亮“法治
明灯”，为他们照亮前行的路，照亮
的也是教育的前行之路。

5 月 31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召
开“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新
闻发布会，通报检察机关推进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工作主要情况，发布
相关典型案例，强调始终坚持“零容
忍”态度，依法从严惩处利用未成年
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严厉打
击利用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
线上联系线下侵害未成年人、搭建
运营涉未成年人色情网站等犯罪活
动。（6月2日《中国教育报》）

通报显示，2020 年至 2022 年，
检察机关起诉涉嫌利用电信网络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7761 人，起诉

“隔空猥亵”“线上联系、线下侵害”
等犯罪占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近六
分之一。这个数字触目惊心，隐藏
伤害令人扼腕。打好防“隔空猥
亵”这场未成年人保护战，学校要
积极作为，扛起自己的责任。

未成年人成为网络上的伤害
人与被害人，大多在于法治意识、
思想道德、网络素养不高，只看到
利益收益没看到安全风险，对于线

上线下行为没有使用统一标准。
防“隔空猥亵”，学校要加强法治教
育、思想道德教育和网络安全教
育，引导孩子树牢法治红线、道德
底线、上网标线，管好自己的个人
网络账号信息，谨慎网络交友，不
将QQ、微信、抖音等个人账号转借
转租，不将有安全隐患的家庭场
景、个人活动、隐私照片公诸网络，
不将含有暴力、色情、毒品、低俗等
不良信息的网站推介给他人，主动
防范网络使用可能带来的各种安
全风险。

不法分子引诱、唆使未成年人
参与违法犯罪的新手段令人防不
胜防。有媒体近日报道，有教师感
慨，教室内“班班通”很不好用，时
不时就会跳出一个不知名链接来；
有家长发现，学校统一推送、发放
的培训链接和教辅资料，有的培训
辅导内容很少，以推销校外培训为
主，有的资料印有好几个二维码，
扫开发现有的竟然是黄色网站。
由此，学校要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和

教辅资料管理，不给不良信息提供
校园传播之机，并要求教师给家
长、学生转发涉网信息、发放教辅
资料时一定要多一个心眼、来一次
试用，切实斩断非法违规信息校园
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小部分未成年
人甘于“沦陷”，还在于他们认为自
己未成年，法律对他们约束不大。
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召开“未成
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新闻发布
会特别指出，“对于情节严重的犯
罪，坚决依法惩治，让涉罪未成年
人充分感受法治威严”。学校要给
孩子们讲好这个法治思想，让他们
懂得法律保护的是遵纪守法的公
民，年龄绝不是躲避犯罪惩罚的保
护伞，自觉筑牢法律意识，切实拒
绝网络犯罪。当然，对于主观恶性
不大、罪行较轻、属于初犯、偶犯、
有积极悔改表现的未成年人，司法
部门依法从轻处理了，学校教育也
要严管加厚爱，帮助他们及时回到
正常的成长之路上来。

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防火墙防火墙””

□□戴先任戴先任

吸引眼球的标题，配上类似校园场景、学生背景的视频和照片，一起
起“教师失德”事件瞬间被引爆……近年来，人们对师德师风等教育话题
颇为关注，但一些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污名化、刻意炒作有增加趋势，让
不少教师在不利舆论环境中如履薄冰。（6月11日《半月谈》）

为教育的“燃灯者”点亮“法治明灯”

放眼中小学校门口，每到放学
高峰时段，接孩子的家长们聚在一
处，总会有人忍不住“摸出一根”。
熟识者边唠嗑边递烟，没多久整片
区域都变得“乌烟瘴气”。据调查，
中学生在室外公共场所面临的二手
烟暴露率达53.1%，远高于室内公共
场所的39.5%，校门口则是其中“重
灾区”。（6月7日《科教新报》）

在上下学时，每个中小学校门
口都聚集大量学生家长，上学时段，
家长们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大多随
即离开了。但是，放学时段，很多家
长都会提前几分钟到达校门口，部
分家长在等孩子的过程中会无意识
地掏出香烟，在吸烟中消磨等孩子
的时间。因而，每到放学，中小学校
门口吸烟现象较为严重，不仅导致
很多放学的学生吸了二手烟，也影
响了校门口的文明，更严重的是，家
长们站在校门口这一公共区域无所
顾忌地吸烟，是对未成年人的一种
不良示范。青少年的呼吸系统处于

发育阶段，和成人相比，同样体重会
吸入更多有害物质，更容易受外界
环境和周围人的影响。

由于中小学校门口家长扎堆
吸烟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年六一前
夕，首都文明办、北京市控烟协会、
北京光明小学等相关单位及社会
各界发出“让我们为孩子携手营造
校门前无烟等候区”的倡议，并将
此倡议作为送给全市小朋友的一
份特别的儿童节礼物。

倡议有了，家长在校门口吸烟的
现象会得到一定的改善，但要想校门
口控烟得到根本解决，仅靠倡议还远
远不够，还必须要把功夫下在校内。

首先，学校要认识到家长在校
门口无所顾忌地吸烟对学校及青
少年的负面影响，将打造“校门口
无烟等候区”作为重点工作，将此
项工作计划以倡议书的形式通过
家校微信群等平台告知全校学生
家长，并要求每个学生将学校的倡
议面对面告知各自的家长。

其次，在校门口醒目位置张贴
“无烟等候区”提示牌，在放学时
段，将吸烟对人身体的伤害，以及
对未成年人身心的伤害，用字幕或
视频等方式在校门口大屏幕上循
环播放。在倡议初期，充分发挥家
委会的作用，由家委会成员在上下
学期间做好督促工作，发现有家长
吸烟，及时提醒。

再者，让全校学生参与“校门口
无烟等候区”创建工作。任何一名学
生都不想让自己的家长违反学校的
规定，任何一位家长都不想给自己的
孩子丢脸。让学生们参与到校门口
控烟工作，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让
他们向家长宣讲公共场合吸烟的弊
端及二手烟对青少年的危害，不仅要
让学生们提醒各自的家长不在校门
口吸烟，还要让他们提醒家长在校门
口注意言行举止，不要大声喧哗。

总之，校门口控烟问题必须要引
起高度重视。在校门口控烟的过程中，
在校内下功夫，更有助于校门口控烟。

□□张小军张小军

一支支画笔，绘出美好童年；
一首首乐曲，奏出心中旋律……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一场场
文艺展演活动在各地各校开展。
舞台上、展览中，自信的笑脸、生
动的作品，折射出学校美育工作
的成效。（6月4日《人民日报》）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
的希望。我国一直高度重视中小
学素质教育，引导每位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但不容忽视的
是，因师资、场地、经费以及部分
家长教育观念的偏差和一些中小
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等多方面影
响，现实教育实践中存在着“重智
育、轻德育、弱体美”的现象。

殊不知，孩子能否成才智力
因素重要，非智力因素也很重要，
孩子没有聪明的大脑很难成才，
但有聪明的大脑没有良好的习
惯，性格也很难造就，所以，素质
教育既要重视智力因素的培养，
也要重视体育、美育等非智力因
素的培养。

美育的成效不易量化，却能
让人一生受益。近年来，党和政
府出台了一系列事关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重要文件，其中既有宏
观层面顶层的制度设计，也有微
观层面操作性非常强的行动指
南，数量之多，涉及范围之广，可
以说史无前例。如 2010 年发布
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明
确提出，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
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的审美和
人文素养。2020 年中办、国办印
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要求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的美育工作。
2021年7月，中办、国办又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意见》，提出了“双减”的要求。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
要摒弃“唯分数论”的错误思想。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既需要具有
创新能力的高精尖人才，也需要
一大批综合素质良好的普通劳动
者。中央推进“双减”工作的一个
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全面贯彻落
实“立德树人、五育并举、全面发
展的教育方针”，重构中国基础教
育的良好生态。同时，在“双减”
背景下，教育部门还在推动“双
增”，即在减轻校内课业负担的同
时，给学生提供更多参加户外活
动、体育锻炼、艺术活动、劳动活
动的时间和机会。这也意味着学
生接受课外教育的时间在体育和
美育方面将会大大增加。用“双

减”来带动“双增”，无疑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体育素养和审美素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美育
的目标是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
看重的是一生发展所需要的正确
价值观、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因此，作为学校和老师，不仅要向
学生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还要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并发挥学科育人的功能，进行价
值观的引领。让孩子学会欣赏生
活、自然中的美，挖掘劳动、创造
中的美，享受传播美、讨论美的乐
趣，以及培育发现美、探索美的意
识。这就需要各地加大这方面的
投入，配齐师资力量和相关教学
器材，并开齐开足上好美育课，这
也是当前深化美育教学改革的重
要基础。

办好让人民满意的美育，是
美育工作者的责任，也需要全社
会共同努力。让我们进一步研制
符合青少年成长规律的美育学业
质量标准，推动教学评一体化，以
评促学、以评促教。同时，也要去
除当前美育中的竞赛化、功利化
色彩。唯有通过上好美育课和艺
术实践，加强中小学生美育普及，
真正让广大青少年在学习生活乃
至将来工作中学会认识美、爱好
美、创造美，才能促进他们全面发
展、健康成才。

一些校园周边多家文具店、书
吧、小卖部存在售卖一元“小彩票”
现象。这些小彩票每张售价 1 元，
外形为图案各异的小卡片，揭开一
层后会有“一个号码”或者“谢谢惠
顾”的字样，购买者根据号码兑换
相应奖励，一般分为“现金奖励型”
和“玩具奖励型”，只能即买即开，
不能从店里带走。（6 月 7 日《中国
青年报》）

目前，很多中小学生经常购买
的“一元小彩票”是十几年前“刮刮
乐”的升级版。早在十几年前，很
多小卖部售卖的儿童零食中，都会
在包装中有一张“刮刮乐”，很多孩
子花几块钱买一袋零食并非为了
吃，而是为了这张“刮刮乐”，部分
孩子把零食袋子拆开后只看中没
中奖，零食被丢在一边，为此，很多
家长叫苦不迭。

而今，“刮刮乐”已从零食袋
子里大摇大摆地分离出来了，并
且改名换姓为“一元小彩票”，成
为独立存在且违反《未成年人保
护法》的商家牟利工具。虽然每
张“一元小彩票”售价只有一元，
但“中奖”的概率却很低，有些孩
子要花几十甚至上百元才能“中
奖”。从“奖品”内容来看，一般奖
项的“中奖”产品大多为弹力球、
龙 珠 、陀 螺 等 孩 子 们 喜 欢 的“玩
具”，但都是三无产品；奖项高一
点的“奖品”有激光笔等带有危险
性的“玩具”，以及含有低俗、暴力
乃至色情等文字或图片内容的儿
童“玩具”；仿真刀具甚至电击棍
等“玩具”被设置为“特等奖”。

对于辨识能力较为缺乏的儿
童而言，这些“奖品”的吸引力不可
谓不大，正因如此，孩子们为了买

“一元小彩票”，有的花光了自己的
零花钱，有的跟父母撒谎要钱，还
有少数少年儿童走上偷盗等犯罪
之路。

《彩 票 管 理 条 例》第 41 条 规
定 ，禁 止 向 未 成 年 人 销 售 彩 票 。
不良商家自己印制的“小彩票”本
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彩票，如果
这些“一元小彩票”再在孩子们的
生活里风靡，其社会危害是巨大
的。要想将“一元小彩票”从孩子
们生活中剔除，需要社会多方的
努力，仅就学校层面而言，需做好
如下工作。

首先，要从思政教育的视角让
学生认识到，所谓“一元小彩票”本
质上是一种博彩，未成年人涉足于
此，很容易滋生投机心理，容易引
发价值观及人生观的错位；其次，
密切与家长的合作，向青少年宣传

国家颁布的彩票管理条例，家校双
方共同阻止孩子购买“小彩票”，并
对孩子的零花钱进行必要的监管；
再次，老师们要通过多种渠道关注
学生之间交流的话题，若发现涉及

“小彩票”“中奖”“奖品”等话题时，
要及时对学生进行教育；最后，学
校要为每个年龄段学生的玩耍及
游戏提供最大化支持，一些课程内
容中没有，但又深受孩子们喜欢的
玩具，例如陀螺、弹力球等，应在活
动课或大课间等时间，让孩子们痛
痛快快地玩。当他们在学校里能
够畅快淋漓地玩各种玩具时，靠买

“小彩票”中奖得到玩具的行为就
会大大减少。

青少年在路边店买“一元小彩
票”不是一个小问题，如果沉迷于
此会带来很多成长中的问题，必须
要引起重视，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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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迷上“一元小彩票”
不是小问题

上
好
美
育
课

让
每
个
孩
子
一
生
受
益

□□
刘
纯
银

刘
纯
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