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小学心理教师，是青少年心理
健康教育的主力军，在青少年心理
问题防治中扮演重要角色。然而，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这一群体在
学校面临尴尬处境：“学校看重的就
是成绩，我们这个学科又不考试，自
然会被边缘化”“没出事时几乎隐
形 ，出 了 事 又 会 被 推 到 风 口 浪
尖”……（12月4日《半月谈》）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中小学专职
心理教师不足的情况比较突出。比
如在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专职中小
学心理教师不足 10 人；截至 2022 年
10 月，贵州省共有中小学心理教师
10664人，其中专职教师814人，占比
7.63%。专职不够兼职来凑，一名心
理教师负责数千名学生的现象并不
鲜见。尽管相关单位组织的培训数

量不少，但普遍缺乏针对性，对他们
提升专业能力难有帮助，且许多培
训和督导服务需要自费，制约着心
理教师成长。

心理教师“千里挑一”，按说是学
校的香饽饽，但事实恰恰相反。在部
分中小学，“重视学生心理健康”并未
落到实处，心理教师、心理教育被边
缘化的现象依然存在。有心理教师
反映，年级领导称“班主任也能做心
理健康教育，不需要专门开课”。多
名心理教师表示“我们做的事情很
多、很杂，但心理课没有考试，工作成
果得不到体现”。同时，心理教师在
评职称和收入待遇等方面，较班主任
和其他科任老师，明显处于劣势。

中小学心理教师、心理教育被
边缘化的背后，折射的是我们对这
门学科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足。近

年来，中小学生抑郁、焦虑、自伤等
问 题 频 发 ，日 益 引 发 社 会 关 注 。

《2022 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数据显
示 ，目 前 我 国 患 抑 郁 症 人 数 超 过
9500 万，30%是 18 岁以下青少年，其
中 50%是在校学生。中小学生心理
问题多发频发，尽管原因是多方面
的，但无不与心理教育在学校中被
弱化、心理教师被边缘化有一定关
系，对此当引起警惕。

毋庸置疑，孩子们急需得到专
业的心理教育与引导，加强学生心
理教育健康工作，已成为一项拖不
起的任务。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要
切实改变心理教师、心理教育被边
缘化问题，把“软指标”变成“硬约
束”。有必要为专职心理教师适度
扩大编制，严格按规定要求落实专
（兼）职心理教师配备。压实学校主

体责任，增加心理教育的课时比重，
并保障心理教师专职专干。建立心
理教师定期培训和督导制度，提高
心理教师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常态化开展心理教师集中教研活
动。支持和鼓励建立心理教育名师
工作室，不断提升教师专业水准。

提升心理教师的地位和待遇，让
心理教师同其他教师一样在教育岗
位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还需政
府、学校、社会和心理教师的共同努
力。比如在政府层面，适时出台相关
政策，在职称评审、收入待遇、评优评
奖中给予适当倾斜，改善心理教师的
发展状态；在学校层面，对心理教师
的工作绩效进行合理界定和分配，作
出具体的制度安排；在社会层面，破
除“重学习成绩、轻心理健康”等偏
差，形成支持学校心理教育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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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带病上课上学不带病上课上学””是教育的理性纠偏是教育的理性纠偏

教育部日前部署各地做好冬季
流行性疾病防控工作，保障师生健
康和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明确师生
不带病上课上学，学校对学生患病
期间的作业可不做硬性要求。（12 月
6日《北京日报》）

教育部首次用“不带病上课上
学”的明确态度，对患病师生的上课
和上学等现象进行叫停。同时，“对
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可不做硬性要
求”等细化规定，都充分体现了以师
生身体健康为重的科学预防思维。
教育部门明确提出“不带病上课上
学”，除了凸显对师生身体健康的呵
护关爱之外，无疑更是对传染性疾
病传播的科学干预。如果患病师生
继续上课上学，恐怕更易加剧传染
程度，不利于疾病防控和师生身体
健康。因此，从科学预防疾病确保
师生健康角度，这种干预无疑是科
学理性和人性的结合到位。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不带病上
课 上 学 ”其 实 更 是 教 育 的 理 性 纠
偏。现实中，不少儿童医疗机构经

常出现孩子一边输液一边读书做作
业 的 现 象 ，获 得 不 少 见 证 者 的 点
赞。而教师挂着吊瓶上课等现象，
也被人们津津乐道。据杭州公安近
日发布的消息，浙江杭州一名 11 岁
小男孩大哭报警。因为他生病两周
住院一周，欠下了许多作业，妈妈让
他两天补齐三周作业，于是小男孩
崩溃报警了。这些现象之所以屡屡
发生，源于现实中很多人对带病上
课上学和康复后集中完成作业是持
理解肯定态度，甚至有些还成为获
赞对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
现象和行为背后透露出的是让人感
动的教师敬业奉献精神，以及学生
宁可忍受病痛也要完成学业的顽强
精神，而康复后集中大量完成作业
也大多缘于学校的硬性学习任务规
定以及不能落下功课的家长和学
校、社会认知认同。

事实上，利用上课传道授业解
惑完成育人任务，学生按照规定要
求或者从发奋顽强角度克服疾病影
响按时上课完成作业，除了看得见
的精神能量进步意义之外，对教育

教学和个体成长发展的现实意义并
不大。一方面，处于患病期间的师
生，很容易因为传染等不良影响导
致疾病蔓延，影响师生群体健康。
另一方面，处于患病期间的师生，身
体本身就处于虚弱状态，在完成教
育教学任务和课业任务方面，质量
绝对与平时不可相比。每个人包括
师生都不愿意生病，与其追求低质
量的教学和上课学习，冒着加重疾
病和影响健康的风险去“自虐式不
耽误课业学业”，何不在人性干预的
前提下，等身心恢复健康达到最佳
水平时再进行高质量的育人工作和
高品质的学习成长呢？

教育的功用，是在呵护生命的基
础上，用人性和科学的教育教学管理
助推个体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教育
最人性的地方，也恰恰是呵护个体生
命的健康成长。不管是从疾病预防
角度，还是从发挥教育者最佳育人水
平、营造最佳育人环境和学习成长环
境，并体现对个体人性化呵护与理性
化培育的角度，“不带病上课上学”才
是最佳选择和最科学最理性的态

度。而与之对应的“对学生患病期间
作业不做硬性要求”等举措，更是对
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理性以对。

当然，“不带病上课上学”以及
“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一律不做硬
性要求”等举措，必然会面临因病耽
误课业如何弥补、落下的作业和学习
内容如何完成等问题。从青少年成
长角度分析，这样的要求也必然会面
临学生为“规避学习负担”而出现“装
病避学”现象。这就提醒我们，在实
施教育理性纠偏的同时，更需要科学
理性的辅助措施跟进，比如推行线上
线下教学辅助手段，保证师生不因生
病而影响课业学业同时缓解相关休
息养护与教育教学、康复与学习成长
之间的矛盾；比如推行患病对象补课
制度和学业负担延伸消化制度，亦可
以避免学生康复后陷入“一次性疯补
作业功课”和“对落下功课不管不问
过度放纵”等情况。同时，还可以充
分利用调整手段，通过教师调课，集
体和个体、小组帮扶康复学生等措
施，最大程度减少生病对教育教学、
学习成长的耽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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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广东省珠海市
金湾区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
实践基地暨金湾区人民检察
院“小金贝”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基地在金湾区人民检察院
正式揭牌。据悉，这是珠海首
个面向青少年的法治宣传教
育实践基地。（12月5日《珠江
晚报》）

当前，青少年法治教育正
在各地有序开展、稳步推进。
但在一些地方，青少年法治教
育流于形式，说起来重要、忙
起来不要，总体上成效不高。
其具体表现是：青少年法治教
育在教育体系中缺乏独立性，
被归入道德教育，相关课程设
计、教材选用、师资配备等主
要依托道德教育；学时被压
缩、占用的现象较为普遍；学
习内容被简化为对法条的识
记，实行填鸭式教学及应试考
评，忽视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的培养。

珠海建立首个青少年法
治宣教实践基地，为广大青
少年搭建展示演绎法治文化
艺 术 教 育 的 交 流 与 学 习 平
台，把推进法治宣传教育与
法治实践相结合，加大全民
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文化，用法治文化的力量
滋养青少年法治素养，深入
开展青少年法治文化活动，
集知识性、竞技性、趣味性于
一体，符合当代青少年的兴
趣和特点。比如在实践基地
的模拟法庭，青少年可以进
行法庭角色扮演、法庭辩论
赛等法治实践活动，沉浸式
体验庭审的庄严氛围，并“零
距离”感受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的特殊流程，从而增强法
治观念。

进一步看，青少年法治教
育不能搞大水漫灌，而要有针
对性地“滴灌”，应该是一个立
体的、连续的、广泛的教育体
系，它以青少年为主体，社区、
学校和家庭为客体，涵盖课程
设置、实践活动、法治教育阵地
建设、优秀师资团队、教育考核
以及良好的社会氛围等方面。
另外，法治教育要遵循青少年
成长规律和发展需求，科学安
排教学内容，合理确定教学重
点，形成分层递进、纵向衔接的
法治教育体系。

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
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
程。”将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体系，就是要在青少年时代
对每一位社会成员开展系统
的法治教育，发挥学校教育持
续性、渐进性、专业性的优势，
引导青少年树立规则意识、契
约精神，尊崇公序良俗，遵守
法律法规，从而实现法治的育
人功能。

青少年法治教育的成效
关系依法治国的走向、深度和
持久性。青少年接受宪法等
法治教育，学习法律知识，培
养法治精神，有利于他们牢固
树立法治思维和法治信仰。
一方面从注重法律知识传授
向注重法治精神培育转变。
因为法治教育本质上是法治
信仰的通识教育、养成教育，
在法律知识普及的基础上，更
要传递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

另一方面，面向青少年开
展法治教育，应进一步创新方
式方法。青少年学生是学习
主体，法治教育要走出说教
式、灌输式的教育方式，鼓励
学生交流讨论和观察思考，从

“身边事、眼前人”讲起，寓教
于乐、晓理于行，让学生在参
与和体验中产生思想的共鸣，
进而成为行动的自觉。

最近，央视《焦点访谈》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中小学校园周边
及网络平台，都在售卖恶搞食品、
问题文具，有的低俗玩具、色情手
办更是不堪入目。一款所谓的

“美少女”系列手办，虽然有些部
位有所遮挡，但基本上是以接近
全裸为主，有的虽然穿着少量衣
服，却备注着“可脱”或“可爆甲”，
也就是可瞬间脱光全裸。这些面
向未成年人的不良产品俗称“妈
见打”，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很愤
慨。（12月3日《现代快报》）

二次元人群流行收藏手办
（一种人物模型），特别是动漫、
游戏人物手办，以满足自身对
情感共鸣、个性展示和参与文
化社区的需求。《焦点访谈》所
报道的“美少女”系列手办的原
型，大多是国外动漫作品中的
人物，原型本身就衣着性感，做
成手办后裸露得更极端，有的
甚至直接全裸，有的翘臀、跪蹲
等姿势让人浮想联翩，故被称

“被妈妈看见了就会挨打”手
办。这些不良产品标注的适用
人群为未成年人。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
规定：生产、销售用于未成年人
的食品、药品、玩具、用具和游戏
游艺设备、游乐设施等，应当符
合国家或者行业标准，不得危害

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和身心健
康。面向未成年人生产、销售软
色情物品，已构成无底线生产和
营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一
些孩子长期接触这些不良产品，
在潜移默化中，容易出现一些错
误思想，产生不良行为甚至是违
法犯罪。

然而让人惊异的是，《焦点
访谈》记者在广东东莞调查发
现，生产所谓“美少女”手办的厂
家不止一两家。据某公司负责
人介绍，至少有上百家公司在设
计、生产、销售“美少女”手办。
报道还披露，近期国家有关部门
通过对多家电商平台进行巡查，
发现有 9 个平台存在着向未成
年人售卖不雅文具和手办的情
况。据不完全统计，不良商品数
达 3 万多个。可见，该手办已形
成灰色产业，也暴露出监管漏
洞，亟待修补。

相关部门应给二次元产品
的生产和销售立规矩。近年来，
源自动漫、游戏虚拟人物等形象
的二次元产品在我国风起云涌、
鱼龙混杂。一些不良厂商打擦
边球或利用监管空白地带，模糊
二次元和软色情的界限，大肆生
产、销售软色情产品，引诱懵懂
无知又充满好奇的孩子们。当
软色情产品拥有二次元的身份，
就具有相当大的隐蔽性和欺骗
性。真正的色情产品有相关部
门管控，还有父母过滤、学校筛
除，而披着二次元外衣的手办
呢？如今，到了对二次元产品的
生产和销售立规矩之时。

除了立规矩，“扫黄打非”部
门应将这类软色情产品纳入执
法对象，并联合多部门，加强对
相关生产的巡查检查，及时依法
封禁，并重重处罚。色情文具玩
具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还是生
产商唯利是图，未成年人需要特
殊保护，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
康者就应重罚。市场、公安等部
门还要加强对街边店铺和电商
平台的监管，严厉打击违规售卖
不良产品的行为。

在监管之外，学校应加强宣
传教育，让学生认识到软色情物
品的危害，家长要提升孩子辨别
是非美丑的能力，对孩子的不良
行为及时予以纠偏，发现有商家
销售色情文具玩具，应向市场监
管部门投诉。生产者将动漫、游
戏人物炮制成不良手办，会根据
原版造型进行改动，这种改动涉
嫌盗版侵权，因此，原动漫、游戏
版权方也应就此维权。

11月30日，重庆市教委印发《关
于进一步规范普通中小学办学行为的
通知》（下称《通知》），就进一步规范普
通中小学办学行为提出要求。《通知》
中就家校合作提出具体要求，严禁给
家长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
改作业。（12月1日《重庆日报》）

在部分学校，有些任课老师在
布置家庭作业时都有让家长批改后
在群里“打卡”的硬性要求。按理
说，家长检查孩子的作业是家校合
作的一部分，但是每天都要把孩子
的作业拍照或拍视频打卡，这种极
端的做法，不仅对家校合作毫无益
处，还会加重家长负担，让家校合作
步入误区。

家长有监督孩子作业完成情况
的职责，以作业为媒与教师进行互动
交流，是家校合作的内容之一。但
是，各科作业都要家长批改及打卡，
教师忙于统计家长打卡情况，家长忙
于陪孩子写作业、改作业、拍照、录视
频、打卡。为了让孩子有“面子”，为
了获得点赞，家长们要绞尽脑汁拍出
令人“眼睛一亮”的图片和视频。在
焦头烂额的忙碌中，极易导致家校合
作的着力点发生转移。

学生完成一定的家庭作业，本
是一件常规的学习活动。但是，批
改作业及作业打卡成为家长必须要
承担的责任，是在用超常规的方式
对待学生常规性的学习，此时家校
双方可能就不太关注学生学习习惯

的养成及学习方法、学习能力、思维
品质的培养，只关注图片及视频拍
得美不美、奇特不奇特、有没有在规
定时间段内上传。

以语文课中做手抄报为例，小学
生的手抄报是稚嫩的、简单的，甚至
在成年人看来是有缺陷或存在一定
错误的，因为小学生对事物有基于童
真童趣的独到见解，他们在手抄报里
反映的是幼小心灵对世界的好奇与
打量。但是，若将手抄报进行作业打
卡，充满童真童趣的手抄报就很少
了。为了让打卡的手抄报夺人眼球，
很多手抄报都是家长的杰作。

“作业打卡”的时间段主要是晚
上下班以后及周末、节假日，这段时
间既是学生的放学时间，也是教师及

家长的下班时间。在下班时间内，家
长本该处理家务、修养身心及自我学
习，但繁重的作业批改及打卡任务，
导致家长将大部分业余时间都放在
孩子的作业上，不仅顾不上对孩子学
习习惯、学习品质、兴趣爱好及综合
素养的关注，还极大加重了家长的负
担。教师用大量的业余时间统计打
卡情况，用于关注学生成长的家校合
作必然会大大减少。

利用微信等交流软件进行学生
作业完成情况的家校合作，是信息社
会的必然存在。但是，家校合作并非
只有“作业”信息交流一个方面的内
容，将作业批改及打卡作为家校合作
的主要内容甚至全部，是对家校合作
的误读，这种情况必须要彻底改变。

□□吴维煊吴维煊

“作业打卡”是家校合作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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