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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学团还是旅游团研学团还是旅游团

［漫画］王 铎

近期，“毕业旅行”搜索量
骤然上升，其中“课本游”“文化
游”人气颇旺。在山东、河北、
陕西等地，黄河沿途景区、白洋
淀等课本上出现过的景点、研
学线路预订量高企。“跟着课本
去打卡”的文化深度体验游，正
成为暑期旅游消费的一大亮
点。（6月25日《北京青年报》）

正如报道中所列举的，“我
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奔向
东南。惊涛澎湃，掀起万丈狂
澜。”“在华北平原上，有一个美
丽的地方，那就是白洋淀。”“云
冈石窟的造像气势宏伟，堪称
公元 5 世纪中国石刻艺术之
冠。”……这些中小学课本中描
绘的优美场景，展现着祖国各
地颇具特色的文化和旅游资
源。学生“跟着课本去旅行”，
可以感受祖国的地大物博和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是对“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的切实践行。

“跟着课本去旅行”是真正
的研学游，将教材无限扩大延
伸。近年来，很多研学游打着

“让孩子走进大自然，增长见
识”“在旅行中学习成长”等宣
传语招揽生意，让家长和孩子
们颇为心动。事后才发现，一
些所谓的“研学游”是“游大于
学”“游而不学”，家长交了高额
报名费，实则和旅游团没有太
大差别。有些学校组织的研学
游，几乎等同于“春游”“野炊”
等，甚至让学生三五成群地聚
在一起玩手机、打游戏。

而“课本游”则是追寻课本
里描绘过的“诗和远方”。在此
过程中，原本相对抽象的文字，
变成学生用脚步丈量的现实，也
变成学生内心的真实感受。所
以，“课本游”其实是将课本变成

“行走的课堂”。比如，学生学习
曹操的名诗《观沧海》后，去河北
省秦皇岛市昌黎县碣石山旅游，
就更能体会“东临碣石，以观沧
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等诗
句所勾勒的气势磅礴、苍凉悲壮
景象和诗人以景托志、胸怀天下
的进取精神。莫说“东临碣石”，
就是到其他山海相连的地方旅
行，也可能让人有《观沧海》那样
的心潮澎湃。

教育专家认为，语文教学
的落脚点不在课本，更在课本
之外的生活，在于对美的感悟
和善的传递。对学生而言，比

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思维能
力及探索精神。政史地等科目
何尝不是如此？“跟着课本去旅
行”就是从学习走向探索，可以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
心。“课本游”走红，也是青少年
的文化自信日渐增强的体现，
他们打卡壮丽的河山，惊叹大
自然的神奇，感受各种文化和
旅游资源的独特魅力，这样的

“课本游”，无疑可以厚植学生
的家国情怀。

既然“课本游”成为毕业旅
行的亮点热点，那么相关行业
的经营主体在这方面应予以供
给创新。据报道，个别地方有
老师曾自发推出“跟着课本游
某省”七条线路，每条线路对应
1 至 3 篇小学或初中课文，并且
远近搭配，帮助自己的学生在
玩中学、学中玩。也有个别公
众号将统编小学语文课本里出
现的著名景点，串连起来，倡导
家长带着小朋友一个一个去解
锁，在打卡中帮助孩子更好地
理解课本内容。希望这方面的
努力再多些，推出更多“行走的
课堂”旅游服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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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上新录取通知书上新””从无形的课堂里汲取精神滋养从无形的课堂里汲取精神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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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未成年人警惕未成年人““道具化道具化””现象现象

6 月 18 日，有家长在社交
平台发布视频，质疑四川遂宁
某幼儿园老师所拍视频在教育
导向上有问题——让班上女孩
集体问男孩是否有房有车有
钱。（6月20日《华商报》）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公布以
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反对
者认为教授孩子拍摄这样的短
视频，向孩子传递了一种错误
的价值观，不利于孩子身心的
健康成长。但是也有网友认
为，这不过是老师拍摄的一个
段子作品，纯粹就是为了好玩、
搞笑，没有必要上纲上线。

幼儿园的孩子，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拍拍短视频，当做一
种活跃气氛的手段，无可厚非，
但是当段子的内容涉嫌误导孩
子，对孩子价值观和身心健康
成长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还
是要谨慎为之。

其实在笔者看来，这件事
还暴露出另外一个值得关注

的问题，那就是短视频时代，
未成年人的“道具化”现象。
经 常 浏 览 短 视 频 的 人 会 看
到，一些幼儿园的老师，甚至
是小学的老师，经常会利用
课间拍摄孩子各种言行举止
的短视频，或者是老师和孩
子互动的短视频。在这些短
视频当中，有些是体现孩子
的天真可爱、活泼好动的，有
些 是 展 现 和 谐 的 师 生 关 系
的，但是也有一些短视频，则
只是把孩子当成了大人的一
种道具。

就像上述新闻中，女孩子
集体问男孩子有车吗？有房
吗？有钱吗？而男孩子的统一
回答是“我爸有”。这显然不是
大多数的幼儿园孩子可以理解
的问题和答案，孩子们不过是
照着老师给的问题和答案在背
台词，那么从老师的角度来看，
就是把孩子们当成了自己拍摄
段子短视频的道具，但是无形
之中，却给孩子带来了负面的

影响。
实际上，短视频平台上这

样的现象极为常见，比如有幼
儿园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跳很
成人化的舞蹈，老师身着可以
凸显曼妙身姿的服装，孩子们
则在一边笨拙地比划着，镜头
主要对准的也是老师而不是孩
子。这时候的孩子，不过是展
现老师跳舞的一个背景板，一
个“道具”。虽然看似无伤大
雅，但是却被很多网友指责这
是在利用孩子。

对此，一些小学、幼儿园，
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管理，
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加强对学
校的监督，禁止老师利用不
懂事的孩子拍摄一些三观不
正、价值观错乱的“有毒”短
视频。与此同时，短视频平
台也要加强对这类短视频内
容的审核和监管力度，与学
校、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一起，
避免未成年人“道具化”现象
的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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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短视频”排在未成年人网络使
用类别首位，使用短视频 APP 的未成
年人比例高达65.3%，因为短视频算法

“精准投喂”，把所有问题推到短视频
身上，并不客观。短视频成很多孩子
的“新选择”，与短视频平台的信息量
大和内容丰富、轻松诙谐等有关，也与
孩子活动空间狭小，可玩可去的选择
较少有关，还与家长陪伴孩子、沟通频
率不高有关。

我们当然希望短视频平台能够担
负起应有的社会责任，按照《未成年人
保护法》等规定，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平台帮助未成
年人合理利用短视频，而不是鼓励未

成年人沉迷其中，受短视频影响，被短
视频所操控，成为短视频奴役的人，在
情理之中。不过，方兴未艾的短视频
平台，不可能行家长之责，制止或者拦
截使用短视频的未成年人。

家 长 是 孩 子 成 长 的 第 一 责 任
人。家长要反思孩子接触网络和使
用短视频的原因。换言之，是家长为
孩子使用网络、使用短视频提供了物
质条件，是家长使用短视频的习惯影
响了孩子的行为，是家长对使用网络
的包容心让孩子有恃无恐。感受孩
子使用短视频的危害，意识到孩子使
用网络和短视频的意义，有责任有担
当地处理好孩子与网络的关系，有时

间陪伴孩子，有办法处理孩子与网络
和短视频形成的瓜葛，才是家长要考
虑的。

面对短视频“精准投喂”，家长应
该精准施策，而不是以家长身份对孩
子施压。家长及社会各界不能把短视
频视为洪水猛兽。网络出现之初，曾
有人担心网络会害了孩子，网络游戏
出现后，又有人担心网络游戏会影响
孩子。结果告诉人们，这些担心是多
余的。

另一方面，保护孩子，不是让孩子
永远处于洁净无瑕的真空中。孩子有
接触网络和短视频的机会，又能正确
辨识网络及短视频的利害，才会健康
成长。对孩子使用网络、使用短视频，
家长一味地堵不如有堵有疏，因势利
导，让孩子了解家长意见的准确性、可
行性和必要性。

实际上，监管部门及视频平台在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一直在努
力。近年来，随着清朗网络治理专项
行动对网络及其短视频平台频繁发
力，暴力、血腥、恐怖等内容已得到遏
制，网络空间及其短视频纯洁度在不
断提升，未成年人健康上网的“保护
盾”和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宽松、健
康、友好环境也已形成。在家长协助
下，孩子上网时选择“青少年模式”，更
多教育类、知识类内容呈现在孩子面
前，“精准投喂”远没有精准保护值得
欣慰。

近日，多地公布高考分数
线，一些高校录取通知书样式再
次“翻新”。对于翘首以盼的新
生们来说，收到录取通知书意味
着他们的身上打下了一所大学
的文化烙印，贴上了一个会伴随
他们一生的身份标签。在数字
化时代，新生们通过互联网已经
提前了解了录取信息，录取通知
书“信使”的功能有所下降。在
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高校不仅在
录取通知书的设计上别出心裁，
也在礼物上精挑细选。

“录取通知书上新”不仅是
一种物质馈赠，也是一种精神滋
养。“复活”的开化纸作为科技创
新的成果，呼唤新生们要在科技
自立自强的新征程中再创辉煌；

“录取通知书内有普洱茶砖”饱
含“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
和我有关”的共同体意识，呼唤
新生们要胸怀天下、心系苍生；
可以登上火星的“超级涂层”勇
攀高峰、敢为人先，激励新生们
要弘扬科学家精神；两枚莲花种
子不仅寓意新生们具有强大的
生命力，而且隐含着对不蔓不
枝“花中君子”的精神追求。

一张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
承载和传递的精神内涵无疑是
厚重的。许多高校越来越清晰
而深刻地认识到，录取通知书也
是一个无形的课堂，也是一个育
人的载体。通过物流快递寄送
到新生们手中的录取通知书，不
仅是物品的流转，也是文化基因

的传递。“录取通知书上新”不仅
是表达方式的变革，也是文化传
承的创新。

在现代社会，大学并非封闭
的象牙塔，不能“躲进小楼成一
统”；高校的人才培养也不能自
弹自唱、孤芳自赏，而是要扎根
中国大地办教育，主动融入国家
战略、主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心怀“国之大者”，是大学尤
其是一流大学应有的责任和担
当。“录取通知书内有普洱茶砖”
不仅见证了一所一流大学对欠
发达县域的牵挂与温暖，也是东
部发达省份与西部欠发达省份
之间厚重的“山海情”。

厚植家国情怀，为教育强
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贡献智

慧和力量，是青年学子应有的历
史责任与时代担当。录取通知
书虽然不会说话，但大学与新生
们即将进行一次无声的符号互
动——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
国家与社会、整体与个体从来都
是密不可分的；将“小我”融入

“大我”，将学习奋斗的目标与民
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结合起来，这
或许就是录取通知书作为大学

“第一课”带给新生们的启示。
从录取通知书里感悟家国

情怀、汲取奋进力量，见证着高
校的用心良苦。录取通知书也
是一盏灯，照亮新生们前行的
道路；考上理想的大学并非奋
斗的终点，而是一个重新出发
的开始。

□□卞广春卞广春

短视频短视频““精准投喂精准投喂””
家长要精准保护家长要精准保护

据《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报告（2022）》显示，未成
年人上网普及率已近饱和，近半年内的上网率达 99.9%，显著高于 73%的全
国互联网普及率。其中，“看短视频”已经超越“打游戏”和“听音乐”，排在
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类别的首位，使用短视频 APP 的未成年人比例更是高达
65.3%。面对短视频算法的“精准投喂”，家长该怎样保护自己的孩子？（6 月
18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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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心理健康教师解决心理健康教师““专人不专用专人不专用””难题须多措并举难题须多措并举

近年来，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
育日益引发社会关注，尤其引起教
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2021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学
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对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做出相关明确
要求。2023 年 5 月 15 日，教育部等
十七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
行动计划（2023—2025 年）》，部署
进一步做好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为此，各地各部门也有相应的
举措跟进，比如每年春季都会招聘
一定数量的专职心理健康教师、开
设心理健康课、开通心理健康热
线、开展毕业班学生考前团辅等。
但从实际运行情况来看，并没有达
到理想的效果，尤其专职心理健康
教师改教其他学科，“专人不专用”
现象比较普遍。对此，要想有效解
决还须多管齐下，多措并举。

第一，强化思想认识。实践证
明，认识不到位，行动必定受阻。
因此，基层教育主管部门要通过相
关会议、过程监管、活动助推等形
式及时传达国家省市下发的有关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定要求，
不断强化学校老师对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视程度，真正将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放在比较突出的位置来
抓，以此有效助力中小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坚决杜绝心理健康教育

“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
不要”的怪现象。

第二，明确任教规定。要求具
体 ，规 定 明 确 ，才 能 保 证 执 行 效
果。教育主管部门要及时组织专
家学者做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的顶层设计，精心编写心理健康教
育读本，及时提供给基层一线心理
健康老师使用。同时，要有相应的
制度规定与教学要求，比如具有心

理健康教育资质的教师必须任教
心理健康教育课，而且明确规定每
周不得少于多少课时，必须完成相
应的教学任务、达到基本的教学效
果等，以此确保心理健康教育真正
落到实处。

第三，完善发展通道。只有路
径通畅，才能水到渠成。必须承
认，目前从师资、教材、课程、认识
等方面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还
处于起步发展阶段甚至处于学科
边缘化尴尬境地。目前需要重点
解决的就是心理健康教师应有地
位与基本待遇，尤其是专业发展通
道问题，既然教育主管部门已经将
心理健康教育确定为一门独立的
课程，并纳入到正常课堂教学体系
中，那就应该将从事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的专业发展统一到学科专业
发展序列中，必须享有与其他学科
教师同等的评先评优权利，切实解

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第四，健全考核机制。没有考

核跟进，就没有效果保证。对此，
教育主管部门一方面要监管本区
域学校，尽最大可能分期分批配齐
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齐开足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另一方面，要建立
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强化过程监
管力度，通过检查、考查、竞赛、活
动等形式，全面检验本区域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课程是否做到“专人专
用”，开设质量与教育效果是否得
到有效保证，必要时将考核评价结
果与学校老师评先评优挂钩，以此
激励学校老师切实重视心理健康
教育。

切忌走过场，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竭尽所能持续推进，那么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师“专人不专用”现象就
一定能得到有效解决，真正发挥其
应有的育人功能。

□□刘纯银刘纯银

““双减双减””政策下政策下 期待有更多免费夏令营向学生开放期待有更多免费夏令营向学生开放

“汗动青春，营在江城”2023 年
“奔跑吧·少年”夏令营将于 7 月启
动。届时，武汉市2.2万名中小学生
将可免费接受足球、冰雪项目、击剑
等体育技能培训，全市 40 家游泳场
所还将为中小学生提供30天免费游
泳服务。（6月20日《光明日报》）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暑假、寒
假，本是给学生提供了休息和放松
的机会，也有利于学生有更多的时
间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各
种活动和社会实践，提高综合素
质。然而，在国家未实施“双减”之
前，很多学生的假期生活在家长的
安排下，被各种学科补习班或兴趣
班填满，跟不放假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这些班还是收费的，且价格不
低，无疑增加家庭教育支出。

自“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各地
学科类培训明显减少，学生作业负
担和家庭用于孩子教育的支出明显
减轻。随着暑假的来临，要进一步
巩固“双减”成效，又能丰富孩子的
假期生活，增强孩子们的体育、美育
等素养，就需要有更多的免费夏令
营向学生开放。如在武汉已开展
10 余年的暑期免费夏令营，不仅有
中小学生足球、冰雪项目、击剑等
体育技能培训，还将有全市 40 家游
泳场所为中小学生提供 30 天免费
游泳服务。相较去年，今年免费夏
令营又新增体育舞蹈、小排球、象
棋、棒球四个项目。难怪有本地网
友留言赞誉：免费夏令营既是 2023
年武汉市政府“民生实事清单”项目
之一，也是服务武汉青少年的惠民
品牌活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培养更多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不是教育
职能部门一家的事，更需要全社会
共同努力。特别是进入新时代，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
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这既需要从“应试教育”到“素
质教育”的转变、评价内容从“书面
测试”到“知行合一”的转变、评价方
式从“终结性评价”到“过程性评价”
的转变、评价主体从“教师主评”到

“多元联评”的改变，又要利用假期
的免费夏令营，为学生提供诸如文
化、艺术、劳动等课外培根铸魂的文
体产品和服务，以促进学生“个性
化”发展，为党和人民培养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各类时代新人。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为尽快改变一些学校或一些
家庭“重智育、轻德育、弱体美”的不
良倾向，既需要党和政府加强顶层
设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也需要各
级各部门结合当地实际积极贯彻落
实，给青少年提供更多参加户外活
动、体育锻炼、艺术欣赏、劳动技能
的时间和机会。期待有更多地方能
总结或借鉴武汉免费夏令营的成功
做法或经验，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让免费夏令营、免费冬令营能成
为学校综合素质教育的有益补充，为
爱好各类运动、艺术的孩子服务好，
促进他们快乐健康成长，而不应成为
中小学生及家庭新的负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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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健康成才。

师说 语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