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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为确保
“双减”落实落细，近年来，陕西省
咸阳市三原县西阳镇武官中心小
学将劳动教育与“立德树人”相结
合 ，精 心 打 造 素 质 教 育“ 第 二 阵
地”，让学生在日常生活劳动、生产
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中，动手实践、
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练意志，培
养吃苦耐劳的精神，通过课程育
人、实践引领、活动浸润、家校共
育，不断提升学生劳动技能，有效
地服务农村教育。

打造劳动课程 培养劳动意识

“现在的孩子愿意劳动的很少，
会劳动的就更少，学校要培养孩子
的劳动意识，改变他们不懂稼穑之
苦，不知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现
状。”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孙苏伟
在谈及劳动教育时说道。

带着这样的宗旨，学校首先
坚 持 开 好 劳 动 课 程 和 综 合 实 践
课，让培养劳动意识在显性课程
中发生。劳动课不在“教”，而在

“导”，重在营造一种生动活泼的
氛围，使学生形成乐于劳动的思
想，让学生走进基地，使用工具、
施肥、除草……出力流汗，真正体
会“粒粒皆辛苦”的含义。综合实
践课上，孩子们充分运用集体的智
慧，共同探讨劳动中的问题。

学科融合让学生更“强”。语文
课上，学生观察植物生长情况，用
文字描绘劳动过程；数学课上，学
生用脚步丈量大小，在比较农作物
收成中，体验劳动的快乐；美术课
上，老师带领孩子收集落叶，制作

贴画，用五彩的画笔描绘校园美
景，感受丰收喜悦……在学科教育
中有效渗透劳动观念、劳动美德，
让劳动教育实时发生。

坚持实践引领 提升劳动技能

走进武官中心小学，蔬果花香
沁人心脾。“让校园的每一寸土地，
都成为劳动教育的生动课堂。”孙
苏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近年来，学校立足农村小学实
际，因地制宜，建立近千平方米的
劳动实践基地，根据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实际，划分“责任田”，规划种
植种类，形成班级主管、领导包抓，
全体参与的劳动模式。如今的种
植园，绿色蔬菜迎风竞长，瓜果飘
香，经常引得来校参观人员的驻
足、点赞。

“大课间，我们按照‘老农’师
傅（有经验的家长）的示范，撒种、
栽苗、浇水……大家干得热火朝
天，不亦乐乎。”四年级杨昕妍在日
记中表露了心声，这也是所有孩子
们的心声。采摘时节，是孩子们最
幸福的日子，基地里充满了欢声笑

语，他们一边摘着自己亲手种下的
蔬菜，一边开心地交谈，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笑容。劳动教育这粒种
子，润进了学生心里，萌发生长，将
来必然会蔚然成荫。

“课后服务、社团活动其实也是
劳动实践的一个重要载体。”孙苏
伟如是说。学校秉承一个社团就
是一个劳动坊的理念，依托课后服
务、社团活动建立了贴画、剪纸、手
工制作“劳动坊”。利用每周四社
团和课后服务活动时间，组织学生
进行劳动实践。一张卡纸、一片树
叶、一个纸杯……通过孩子们的巧
手，演绎成一件件栩栩如生的手工
作品、学习用品、工艺作品，学生在

动手动脑间增长了劳动技能。劳
动就是学习，学习就是生活。学校
还动员学生利用废旧塑料瓶，做成
滴灌，成功的尝试，充分点燃了学
生创造的激情。

美德外化于行 劳育浸润家风

亲身下河知深浅，亲口尝梨知
酸甜。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
活动，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劳动中
去。在“学雷锋”活动中，同学们走
进村委会、养老院，开展志愿服务，
让雷锋精神溢满校园；在美丽乡村
创建中，孩子们撸起袖子，拿起工
具，争当小小志愿者，为魅力家园
贡献力量；在“禁烧减排”行动中，
孩子们书写标语、制作宣传卡、争
做宣传员，倡导人们树立环保意
识，在劳育中体现“美德”，让教育
真实发生。除此之外，学校还引导
学生把爱心蔬菜送给需要帮助的
孤寡老人和需要感谢的人，人们接
受蔬菜时灿烂的笑容、感动的语
言，对于孩子来说，其影响是终生
的，德育无声，受益无穷。

武官中心小学十分注重发挥

家校合力，打造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一体的教育模式，延伸实践基地
建“劳动圈”。利用双休日、节假
日、寒暑假，学生走进田间地头、家
庭挂面生产作坊、香油工厂，开展
劳动体验。田间地头，在父母、家
人的指导下，下种、培土、采摘……
在家庭作坊、工厂，学生加盖、装
箱、贴标……让这些随处可见的校
外“劳动圈”，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融洽亲子关系，与校内教育形成
优势互补，激发劳动热情，培养团
结合作意识。学校每年开展手工
制作展评，表彰一批“能工巧匠”；
开展凉拌菜、家常小炒活动，评选
一批“烹饪达人”；开展学具制作，
表彰一批“乐学善思小标兵”，营造
浓郁的劳动氛围，让学生尽享劳动
之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劳动教育映射学生成长的
方方面面，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提
出不同要求，出台劳动清单，形成
劳动习惯，培养劳动技能。低年级
提倡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整理床铺
书包、洗漱扫地等；中高年级主动

参与家务劳动，房间整理、做简单
饭菜等，丰富学习生活，培养感恩
品质。“以前都是爸爸妈妈为我们
做饭、洗衣服，我觉得是件十分简
单的事，有时还嫌妈妈做的饭不好
吃。现在自己动手，发现看似简单
的事真不简单。我要好好珍惜家
人的劳动成果，做个懂事的孩子。”
一位五年级的孩子在作文中这样
写道。

现如今，劳动教育已成为学校
一道亮丽的风景，为班级值日，做
家庭保洁员、炊事员，手工挂面作
坊小能手、变废为宝魔法师，种植
园里的“小农夫”，尊老敬老的小志
愿者、保护环境的“活雷锋”……孩
子们从中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和
快乐，在幼小的心灵上播下“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种子, 以劳树德，以
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在武
官中心小学这方沃土上，莘莘学子
正如那奋力生长的幼苗憧憬着无
限的未来！

“阻击新冠冲在前，质效
提升稳发展。底线思维保安
全，八大工程来统揽……渭
水襟怀为梦圆，华山风骨永
争先。”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
岳庙办卫峪小学“老腔少年
班”的学生们正在利用课后
服务时间排练“老腔新唱”剧
目《奋进新征程》。

排练现场，孩子们身着
特色演出服，唱姿豪迈不失
自信，富有新意的唱词合着
月琴、板凳、引锣、惊堂木等
乐声被孩子们演绎得激情
四射、振奋人心。这是学校
非遗传承教育的一项特色
活动。

“通过华阴老腔的学习，
我了解了祖国的优秀历史文
化，增强了我作为新时代少
年的自豪感和荣誉感，我非
常热爱华阴老腔，我以后也
会好好学唱好老腔，把祖国
的优秀文化发扬光大。”华阴
市岳庙办卫峪小学五年级 2
班学生武佳馨自豪地说。

2021 年，华阴市岳庙办
卫峪小学被教育部授予第三
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学校，同时也是华
阴市的非遗文化传承基地。
学校的“华阴老腔少年班”成
立于 2017 年，截至目前已培
育“华阴老腔”传承人近 300
名。学校长期聘请专业艺人
走进课堂，让孩子们感受家
乡独特的文化魅力。

“我校通过‘非遗进校
园’让孩子们亲身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信力，进一步激发他
们的爱国情感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热
情。孩子们从一开始对老腔
感到新鲜到渐渐熟悉，直到
喜欢上了这些有着浓郁地方
特色的文化。另一方面，非
遗进校园，使非遗文化得到
了传承，中华文化根脉得到
了延续。”华阴市岳庙办卫峪
小学校长周珏介绍学校非遗
活动项目时说。

近年来，“华阴老腔”在
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积极向外推广宣传，华阴
老腔已成为当地响当当的特
色文旅品牌。华阴市教科局
瞅准时机，积极调研、对接相
关部门，围绕“华阴老腔”开
展一系列非遗传承教育活
动，将老腔表演引进全市各
中小学校、幼儿园等，真正做
到传承非遗文化从娃娃抓
起，努力培育新人。

在华阴老腔传承活动的
积极影响下，华山戏法、皮影
雕刻、剪纸、素鼓、华岳太极、
华山红拳等 10 项非遗项目
也被请进华阴市各中小学校
课堂。岳庙初中、南营小学
的华阴剪纸课堂，岳庙中学、
城关初中的华岳太极拳，药
厂小学的花样腰鼓等活动开
始散枝开花，让更多学校和
学 生 熟 知 、学 习 和 投 身 其
中。以上的“非遗文化”实践
活动为华阴市学校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开设了新的阵
地，为学校全面推行学生素
质教育提供了创新载体，为
华阴宣传教育新实践、新形
象、新成果提供了一个魅力
舞台。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
和 民 族 的 根 脉 所 在 ，随 着

‘双减’的推进，越来越多的
非遗项目走进了华阴市的
中小学课堂。目前，全市参
与非遗活动的学生有 22109
人、教师 1723 人，参与率分
别达 98.4%和 93.6%。后期，
华阴市教科局将以创建国
家义务教育发展优质均衡
市为契机，创新德育形式，
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教育，进一步加强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此
汇聚强大合力，有力推动全
市教育高质量发展，让广大
师生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一分
子。”华阴市教育科技局党
委书记、局长吴永涛说。

“最”视频应接不暇 实则推销
书籍课程

某视频号今年 6 月发布的一
条短视频中，屏幕的四分之三几
乎都被“老师”的脸占了——他戴
着眼镜，手掌随说话的节奏摆动
着，眉毛微蹙，一股“资深教师”的
范儿。额头前的大字格外引人注
目：“成绩一般想要翻盘，五年级
暑假这样做”。

在短视频平台，此类“贩卖焦
虑”的视频大火，从幼小衔接、小升
初到初升高，几乎每一个年级都有
覆盖——在短视频博主口中，每一
个学期的暑假都是“逆袭”的关键
节点。夸张的语气，配上令人紧张
的音乐，让一些看了视频的家长直
呼：倍感焦虑。

记者看到，这类账号大多开通
了购物橱窗，视频左下方链接点击
进去，是各种学习教材、辅导课程
的销售。教材价格不等，有的卖三
五十元，有的 100 多元。某小升初
暑假预习资料显示已售 38 万件。
辅导课程购买则更为复杂，定价看
似低廉，但其实仅为咨询报名费，
后续还需要支付一定费用才能开
启正式课程。

6 月 28 日，抖音发布第五期打
击“借热点事件蹭热炒作”公告，
贩卖暑期“教育焦虑”内容成为治
理重点。集中发布“小学生二年
级的暑假‘很危险’‘最可怕’”“二
年级暑假不做好预习，三年级成
绩一落千丈”“暑假来了，不浪费
暑假 60 天”等营造“教育焦虑”内
容的账号，因违反平台规则已受
到严格处置。目前，抖音已处理
相关违规视频961条，并对81个账
号采取了禁止发稿、限制电商带
货权限等处罚。

培训机构找人当托 刻意制造
群体焦虑

“贩卖教育焦虑”不仅仅在线
上，线下同样普遍存在。

来自上海浦东新区的沈州（化
名）曾从事教育培训行业，他告诉
记者，网上“贩卖教育焦虑”的话术
早已存在，都源自线下培训机构，

“先渲染焦虑再引导家长报班买
书，线下培训机构玩剩下的搬到短
视频平台上，又骗了一批家长”。

沈州说，教培机构通常会发动
学生家长，让他们在亲友中宣传机
构。有的机构还承诺每招来一名
学生，介绍人可以获得一笔提成，
或是介绍人的孩子可以以优惠价
格入学。于是，学生家长群体中混

进了许多“机构托”。“这些‘机构
托’会利用闲聊时间和家长会等场
合，向其他家长传播焦虑。这样一
来，周围家长的焦虑情绪被极大调
动，纷纷咨询该怎么做。这个时候
再说出机构名称，一些家长便会十
分信服，赶紧去交钱报班。”沈州
说。家长的焦虑心理每到寒暑假
就会被放大数倍，似乎不趁着这段
时间恶补，孩子在开学后就会被同
班“学霸”甩在身后，甚至被其他同
学“弯道超车”。

记者发现，这类焦虑甚至从幼
儿园阶段开始，就在一些家长之间
传播，并且线上线下涌现出许多补
课培训班，从才艺特长到学科辅导
应有尽有。家长急得焦头烂额，孩
子忙得不可开交。

面对家长陷入的“教育焦虑”，
学生更是“有苦难言”。安徽宿州
的小宋向记者吐槽说，在学校，老
师会说“不提前预习就会跟不上下
一学期的教学安排”，要求家长帮
助学生利用假期的时间提前把下
一学期的课程自学，所以学生就会
有两套教材，一套提前买来自学，
一套学校统一发放正式上课时用。

“成绩下滑一点，家长就要给
我报补习班，一对一辅导，晚自习
辅导，课间辅导，利用所有能利用
的时间，假期几乎不存在。”小宋回
忆说，尤其是在中考结束后的那个
暑假，她好像直接无缝衔接到高
一，根本没有暑假。家长的焦虑比
孩子还要严重，他们不会自我消
化，还会转移给孩子。

采访过程中，学生普遍反映线
下课程存在诸多问题：课程过于基
础、全程做题也没有讲解、老师一
味念 PPT……不仅如此，师资力量
也难以得到保障，一些“家教”“名
师”甚至都没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有的还是在校大学生。

积极落实监管职责 抵制贩卖
焦虑行为

记者发现，机构销售课程时
“贩卖焦虑”已是常态。这种宣传
活动是否合法？

北京中征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孙维认为，机构通过广告来增
加曝光度，以期获得更好的销售结
果没有问题，但在广告中以“贩卖
焦虑”的方式来寻求营销效果十分
不妥。

孙维说，广告法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一项规定，“教育、培训广
告不得含有下列内容：对升学、通
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合格
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

出 明 示 或 者 暗 示 的 保 证 性 承
诺”。虽然“贩卖焦虑”并未直接
体现为一种保证性承诺，但通过

“如果不……就会……”的方式反
向表明了其教培课程或教材、书
籍在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历学
位等方面的必要性，实质上是一
种暗示的保证性承诺，该行为违
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对此，线上平台该履行何种责
任？线下培训班打“贩卖焦虑”的
广告应该如何规范？

孙维说，根据广告法第二条之
规定，线上平台属于广告发布者，
其就所发布的广告应当承担法律
规定的监管审核职责。广告法第
三十四条规定，“广告经营者、广告
发布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
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
核、档案管理制度。广告经营者、
广告发布者依据法律、行政法规查
验有关证明文件，核对广告内容。
对内容不符或者证明文件不全的
广告，广告经营者不得提供设计、
制作、代理服务，广告发布者不得
发布”。

孙维认为，广告依法应当具备
可识别性，线下培训机构的广告内
容应当能够使广大家长学生辨明
这是广告，而不是试图以一种“科
学”的角度阐述教培课程和教培书
籍的必要性，通过“贩卖焦虑”这种
引导性的内容导致消费者产生误
解。对此，行政机关应当积极履行
监管职责，进一步规范线下培训机
构发布广告的行为。

针对培训机构在暑期“贩卖焦
虑”问题，应该如何治理？

孙维说，一方面，监管机构应
当积极落实监管职责，做好宣传引
导工作，确保“双减”政策落实到
位；另一方面，作为此类广告的受
众群体——学生家长们，应当理性
看待、增强识别能力，更多地关注
孩子的身心健康，促进孩子全面发
展，让孩子能够真正拥有健康快乐
的暑期生活。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
强说，暑假期间，放松和玩乐是很
重要的，但也应该让孩子得到一定
的学习和培养，比如看书、学习新
技能等。家长们应该给予孩子足
够的支持和鼓励，让他们在假期中
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同时，他提醒
相关视频平台，不要因为追求商业
利益而放任这种“贩卖焦虑”的乱
象，应该让更多的人意识到这种行
为的危害，并坚决抵制这种“贩卖
焦虑”的行为。

（据《法治日报》，有删节）

是谁在炒作“暑期最可怕”

随着暑期来临，类似“贩卖焦虑”的视频在网络上大量涌现。记者近日调查发现，无
论线上线下，暑期不少教培机构都在“贩卖焦虑”，培训老师（主播）们“情真意切”地告
诉学生家长“××阶段是最重要的”，暑期得赶紧学习，否则孩子开学了就跟不上，或会
被同龄人快速反超。

对此，多位专家接受采访时认为，作为此类广告的受众群体，学生家长们应当理性
看待、增强识别能力，更多地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促进孩子全面发展，让孩子能够真正
拥有健康快乐的暑期生活。同时，监管机构应当积极落实监管职责，做好宣传引导工
作，确保“双减”政策落实到位。

□通讯员 管亮东 邓 媛

让每个学生都成为更优秀的自己
—立足农村实际 扎实推进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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