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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言▶▶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十四五”时期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
重要抓手，同时也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性很强的专业性工
作。当下，需要针对性解决制约其向纵深推进的三个突出问题：
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整体较低、专业化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短缺、家
长教育素养不高。

心理健康教育首先要做好顶层设计和高位引领，为其把舵
定向。教育部可专门设立心理健康教育领导机构，强化对全国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管理，不断完善心理健康教育政策。组
织实施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政策引领，进一步明确心理健康教
育课程性质与课程定位；充分发挥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
导委员会专家库作用；建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实台账并进行
年度督导，促进心理健康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经费方面，加大
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投入力度，单列心理健康教育经费，提高心
理健康教育薄弱区（校）水平。

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化呼唤高素质师资队伍，配齐建强心理
健康教育师资是关键，可从构建关爱教师的长效机制，源头培
养、配备管理补数量，职后培训保质量三个方面加强工作。

当下，社会公众对教师期待很高，无形之中增大了教师的压力，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需要高度重视。为此，要构建关爱教师的长效机
制，要多些人文关怀，加强教师心理健康问题预防和干预机制建设。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师资短缺，亟须源头
培养、配备管理补数量。在师资培养方面，可鼓励、引导师范院
校在招生计划分配和培养资源利用方面向心理学专业师范生倾
斜，加强心理学专业建设，不断完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
养课程体系，强化师范生实践教学。在师资管理方面，政府部门
可有计划地增加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编制，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
师队伍配备情况纳入县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检查动态指
标。还可以从教师编制、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等方面出台政策，
引导激励心理学专业毕业生到中小学就业；通过社会公开招聘、
名师工作室、培训带徒、培训转岗等多种方式加大心理健康教育
专业人才引进力度和补充渠道。

在职后培训方面，教育部门要构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
持证上岗和督导的长效机制，强化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工作内容
和工作方式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加大培训力度，将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教师培训纳入国培、省培、地方培训体系。加强各级教
师进修院校建设，紧密结合中小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教学
一线实际开展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培训。举办心理健康教
育教师“大比武、大练兵”活动，以赛代训、以训代练，整体提升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专业素养。

全面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亟须深入推进家校社协同育人。学
校要加强家校合作工作的制度化建设，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
入学校发展规划和学校年度工作计划。例如，建立家长学校和
学校家庭教育咨询中心，为家长提供专业支持；利用信息化手
段，拓展畅通、及时、便利的家校互动渠道，完善家校互动的渠道
和支持系统；提升教师家校共育能力，帮助教师掌握家校沟通技
巧，带动家校良性互动。

此外，还要深入推进校社合作。学校大力支持社区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站点开展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活动，向社会大众开
放生命教育，携手社区共同开展生命教育宣传。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须突破三个难点

刘在花

“丰富中小学生假期体育活动”系列评论之三

▶▶

各地中小学陆续迎来“双减”后的首个寒假。校外培训少
了，学生假期中可支配的时间更多了，但老师和家长也担心学生
沉迷于电子游戏。就在日前，某互联网公司公布未成年人游戏
限玩时间，今年寒假暨春节假期前后，其旗下在中国大陆地区运
营的网络游戏，未成年人一共只能玩 14 个小时。但是，游戏平
台的硬性规定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光靠未成年学生
自控能力很难彻底解决问题。寒假期间，正是学生和家长长时
间共处的时期，现实生活中，能否有效防止学生沉迷网络游戏，
家长是关键。

对于网络游戏，不能谈之色变。我们不能否认，通过网络游
戏，孩子的压力可以得到释放、心情变得愉悦。游戏是未成年人
的天性，网络游戏是网络社会发展给孩子提供的一种选择。家
长不能一味压制孩子的需求。理解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需求，给
予孩子特定成长阶段和社会现实的认可和理解，有助于孩子健
康成长。建议家长在引导孩子认识沉迷网络游戏危害的同时，
充分表达尊重其游戏喜好和游戏时间的态度，也可以适机陪同
孩子打游戏、参与游戏讨论和技能切磋。在孩子和家长互信的
基础上，和孩子约定并执行“防沉迷”计划，比单纯压制和限制更
有效。

“堵”不如“疏”。家长更需要通过丰富多彩的寒假活动，减
少孩子对网络游戏的依赖，引导孩子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
更有意义的学习锻炼和生活中。带孩子进图书馆、体育馆、运动
场、科技馆、博物馆、少年文化宫，帮助孩子组建假期兴趣小组，
如阅读小组、球类小组、棋类小组；鼓励孩子参加公益活动或者
家务劳动。家长和孩子一起制订详细的寒假生活计划，通过设
计孩子和父母都认可的作息时间表，让假期每天的活动更有计
划性和规律性。通过户外运动，锻炼身体、亲近自然；通过参观
阅读，增长见识、陶冶性情；通过公益劳动，懂得珍惜、学会感
恩。孩子内心世界丰富了，就会更少沉迷于网络游戏。

家长的榜样力量，在学生“防沉迷”工程中作用重大。家长
不要只对孩子提要求，还要进行有效的陪伴，并为孩子养成良好
行为习惯树立榜样。陪同孩子运动、广泛讨论交流，会耗费家长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是家长必须做出的“牺牲”。孩子不是“假
期孤儿”，而应该是“假期幸运儿”。寒假适逢家长春假，孩子“双
减”培训时间短了，孩子和家长的自由时间更多了，家长千万不
要自己一边刷抖音、玩快手，一头扎进屏幕中，一边却要求自己
的孩子不要沉迷于游戏。家长应该以身作则，科学、有序、健康
地度过自己的假期生活，为孩子树立榜样。

寒假“防沉迷”，绝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防沉迷”是一
场征战，一定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必须装备爱心、耐心
和信心。除了学校和社会教育外，家长切忌盲目急于追求某个
阶段的特定成果，应允许孩子逐渐地醒悟，给孩子自律成长的足
够时间，帮助孩子逐渐转移兴趣。如果没有耐心，在这场战争
中，家长就容易判定自己的努力苍白而无力，从而自乱阵脚，半
途而废。“双减”后的第一个长假，既给“防沉迷”带来了挑战，也
为家长带领孩子脱离沉迷带来了机遇。相信家长能抓住这个机
遇，和孩子共同努力，培养健康自律的学习生活习惯。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第七中学教师）

寒假“防沉迷”家长是关键
陈湘华

/ 漫话 /

薛红伟

绘

中小学生午休是趴着还是躺
着，看似不过是睡眠姿势的小问
题，但有必要当成一件关系孩子
健康成长的大事来对待。今年四
川省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提出，
希望尽快发起中小学午休“躺睡”
工程，以充分保证中小学生午休
质量，减少趴睡患病概率。把孩
子午休“躺睡”问题当成一项民生
工程来对待，这里面是对每个孩
子身心健康的人文关怀，更是发
展高质量教育的价值取向。

作为成年人，我们应该都有
切身的体会：上午高强度的工作
后，通过高质量的午休可以消除
疲劳，更好地集中精神学习工
作。如果不能做到学习与休息的
有机结合，不仅学习效果不好，也
容易滋生厌学情绪。回顾过去一
年，中小学生的校园生活变化很
大。作为“五项管理”的重要内容
之一，睡眠问题得到前所未有的
重视和改善。然而，随着“双减”

的落地，课后服务在中小学实现
全覆盖，学生的在校时间也相应
拉长。如果没有高质量的午休，
学生学习状态必然大受影响。

现实中，很多学校的学生午
间多趴在课桌上休息。从医学的
专业角度来看，趴睡弊端太多：不
仅学生的视力容易受损，其手臂、
颈部、面部、肺部、脊柱等身体部
位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不良影
响。这也是很多人急切呼吁推行

“躺睡”工程的主要原因。
我们不能否认，因为场地、经

费等现实因素，中小学生午休“躺
睡”的实现存在重重障碍。但从呵
护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出发，我们
必须认识到解决这一问题的紧迫
性和重要性。

政府部门要有把中小学生午
休“躺睡”当成大事来办的超前意
识。民生是大事，但却彰显在一件
又一件的小事里。政府把关系老
百姓切身利益的小事办好，才更能

赢得民心。从现实经验来看，解决
好学生午休问题的地区，政府层面
都有一张清晰的路线图，有教育部
门的主动谋划、积极作为、督导落
实。就拿场地和经费两件最令学
校头疼的事来说，没有政府层面的
重视和支持，“躺睡”工程的实施或
可能遥遥无期。

“十四五”时期，我国要发展更
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学校应
该给予学生身心舒展的成长空间，
告别趴睡的逼仄。推进“躺睡”有
效落地，各地教育部门在消除“大
班额”后，要不断更新学校建设标
准和教育督导内容。既要有对老
旧学校和场地有限学校的改造扩
容计划，又要在新建学校时将学生
午休环境建设纳入提前规划中。

如果缺乏教育部门自上而下
的推动，学校是不是就可以对这
个问题松口气了呢？一所有人文
关怀的学校一定不会这样做，而
是会想尽办法服务于学生的现实

所需。前段时间，一些学校将教
室“秒变”午休室的视频冲上热
搜。除了惊叹于定制午休折叠
床、改造教室等脑洞大开的做
法，更值得我们推崇和效仿的是
学校办学的“学生视角”和因地制
宜。在午休“躺睡”工程上，学校
应该主动思考的是，如何在有限
的场地内挖掘“躺睡”空间，而
不是面对现实难题一筹莫展或者
置之不理。

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学校首
先要做好学生睡眠调研和家长动员，
最大限度赢得家长支持和社会资助，
共同寻找解决方案。在场地有限的
情况下，学校一方面可挖掘利用功能
教室等潜在空间，引入折叠桌椅等便
于灵活操作的“躺睡”设施；另一方面
可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体发展
情况，采用不同的午休“躺睡”策略。
例如，有的学校将有限的铁架床提供
给低年级的学生，高年级学生则利用
教室、走廊等空间就地“躺睡”，一些

没有午休意愿的学生也可在学校享受
午间阅读、休闲服务。

孩子午睡大事的解决，需要家
校社协同发力，特别是盘活学校周
边资源，弥补学校一时难以解决的
空间资源不足问题。现实中，已经
有一些学校得到所在社区的大力支
持，得以无偿使用学校周边空闲的
生活楼实现学生午休“躺睡”。这种
将学校的事当成社区的大事来办的
做法，值得点赞与推广。此外，社会
各界特别是桌椅生产商也应该看到
学生的现实需求，加快可用于“躺
睡”的移动折叠桌椅研发，帮助学生
尽快实现高质量午休。

中小学生的午休睡眠，不仅是成
千上万家庭的事情，也应是一项充满
温情的关爱工程。为根本改善中小学
生的午休质量作出积极与建设性努
力，各地政府、学校乃至社会责无旁
贷。相信只要从真心关爱中小学生出
发，美好的愿景皆能尽快实现。

（作者系本报记者）

把中小学生午休“躺睡”当成大事来办
刘钰

策 论▶▶

寒假即将开始之际，教育部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认真做好寒
假期间“双减”工作的通知》，紧接
着，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育部校
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又专门向学生
家长发出了《寒假致全国中小学
生家长的一封信》。一种新的寒
假模式正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
其对学生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的
导向效应，正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新的假期模式，作业少了、学
科类培训少了，学生有了更多自由
时间可以支配。如何适应新的假
期模式，合理科学地安排假期时
间成为教师和家长关注的话题。

在学校，由于受到校纪校规、
课程设置、考试分数、作息时间、

各种活动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学
生的自由时间相对较少。寒假来
了，家长们不妨放手让孩子们自
我翱翔，让孩子们做他们想做、愿
意做的事情。比如，有的孩子喜
欢运动，就给他们创造运动的场
景和必要的条件，并鼓励他们走
进运动场、走进体育俱乐部、走向
大自然、走向冰天雪地；有的孩子
喜欢读一些课外书，家长可以给他
们推荐一些励志书、科普书或一些
他们能够接受的国内外名著等。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把时间的
主动权交给孩子，由孩子自己规划
寒假的生活，培养孩子自我时间管
理的能力；二是家长为孩子放权，
可为孩子自我行为管理和自我发

展能力提供自由空间，为孩子的
全面发展和健康人格的形成创造
条件；三是放权给孩子，让孩子在
更自由的时空中找到自己的兴趣
坐标和未来方向。

体育锻炼重在习惯养成。体
育锻炼，切忌强迫意愿。运动健
身，切忌急功近利。体育运动的
灵魂在于游戏性和趣味性，目的
在于习惯养成。如果把体育锻炼
当成任务，短时间希望孩子的身
体素质快速提高，那么运动的游
戏性和趣味性就会下降，孩子的
对抗和逆反心理就会上升。所
以，小学阶段的学生家长要重视
亲子活动，要抽出时间和孩子互
动游戏、共同锻炼。例如，一起跑

跑步，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或者
陪孩子打篮球、踢足球，或者和孩
子一起去滑冰或滑雪等。在国
外，学校寒暑假期间非常流行家
庭体育，常常是一家共同参与一
项或几项体育运动，一家人在运
动和游戏中沟通、互动、交流、提
高运动技能，其乐融融。中学阶
段的家长们要鼓励学生参加体育
活动、体育比赛或体育俱乐部。
在欧洲和美国等地，中学生们大
多会参加一个或几个体育俱乐部
的活动，他们或者参加足球、篮
球、冰球，或者参加棒球、垒球、橄
榄球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活动。
孩子在这些体育俱乐部中不仅锻
炼了身体、增强了体质、掌握了运

动技能，也学会了沟通交流、团队合
作，建立了青少年的友谊。

北京冬奥会开幕在即，全世界
的目光正聚焦冬奥会。为迎接冬奥
会，响应“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
号召，青少年的冰雪运动正在如火
如荼地开展。在寒假期间，有条件
的地方，家长应带孩子，或支持孩子
参与冰雪运动。这段时间，还建议
家长们带领孩子读一些有关冬奥会
的科普小读物，了解冬奥会项目、冬
奥明星，学习观赏和欣赏冬奥会的
知识，冬奥会期间收看冬奥会的电
视转播，为我国冬奥健儿和全世界
的冬奥运动员加油。

（作者系南昌工学院体育学院
特聘教授）

寒假是培养体质自我管理能力好时机
李相如

乡村小规模学校是义务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国民教
育体系的“神经末梢”，也是义务
教育的短板和弱项。以办好乡村
小规模学校为重要抓手，大力发
展乡村教育，促进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是人民群众的向往和
期盼，也是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
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和义务。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必须
提高认识，把乡村小规模学校发
展放到乡村振兴、教育公平以及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高度。要认识
到，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助推
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教育是乡
村的支柱。教育兴，则乡村兴；教
育强，则乡村强。推进乡村振兴
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不开
乡村教育发展。乡村振兴必先振
兴乡村教育，而振兴乡村教育必
须发展乡村小规模学校。要认识
到，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促进
教育公平的迫切需要。乡村学校

尤其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学生家
庭一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
上处于弱势。可以毫不避讳地
说，选择在小规模学校就读实在
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因此，乡
村小规模学校需要党和政府给予
更多的关心关爱。要认识到，办
好乡村小规模学校是提高教育质
量的迫切需要。目前，我们已基
本消除“大班额”，解决了“有学
上”的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不再仅仅
是“有学上”，更是“上好学”。而
目前，乡村小规模学校普遍资源
不优、质量不高，与人民群众对优
质教育的需求尚有一定差距。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必须坚
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目标导
向，同时要坚持系统观念、民本情
怀、质量优先。

要 进 行 合 理 规 划 ，处 理 好
“并”与“留”的问题。对小规模学
校建立“一校一案”，不搞一刀切，

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因需而为，
做到“留”有发展新机，“并”是家
校之愿，“撤”无后顾之忧。对学
生少、规模小、条件差、师资
弱、质量低、安全风险大、家长
有意愿的小规模学校进行撤并。
同时，要积极稳妥推进“改”与

“建”。对优化整合后的学校校
舍、教师周转房、运动场等改造
提质，完善好音体美、信息化等
设施设备，对需长期保留的小规
模学校确保符合基本办学标准。
此外，每个乡镇建设 1—2 所标准
化寄宿制小学，为被撤并学校学
生入学提供住宿保障。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必须精
准施策。首先是基金保障，为了
全面推动小规模学校发展，切实
解决“并留”后的系列问题，首先
是要保障办学经费，可以设立小
规模学校发展基金，保障好小规
模学校办学经费，实现办学条件
的改善。其次，要创新机制，比

如，可以建立“一校一长”工作机
制，由教育局班子成员对小规模
学校实行“定校”负责制。针对学
生上学路途远问题，完善乡村营
运车辆免费接送学生机制，加强
客运“校车化”驾驶员的培养和
监管。为低年级住宿学生配备生
活老师，探索建立有条件的家长
到学校轮值等家校共育机制。再
其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留守儿童等，要加强精准帮扶。
加大对困难学生资助，防止因

“撤并”而导致学生上学困难或
辍学等情况发生，及时开展心理
健康辅导，帮助解决分流学生的
心理和学习问题。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必须要
集中提质。一方面要优化师资配
备。增加定向培养招生计划，加
大公费定向师范生向小规模学校
分配力度。加大对全科教师培养
力度，减少教师资源浪费，满足教
学需要。建立健全激励机制，推

动城乡、校际教师合理流动。结合
小规模学校教师“一师多科”“全科
教学”等特点，量身定制教师“研
训”，通过线上线下、校内校外、
走教支教等方式，精准提升师资能
力。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集团教
育体的方式，通过“城市带农村”

“大校带小校”“强校带弱校”，实
现管理机制、教育资源、办学成果
共建共享，推进姊妹学校一体化办
学、协同式发展。当然，在借力

“大校强校”优势的同时，还要结
合“小校小班”特点，立足地域特色
和地方文化，努力打造一批“小而
全”“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特”的
乡村小规模特色学校。

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致力发
展乡村教育，大有可为，也应当大有
作为。要在发展小规模学校上探索
新路，为振兴乡村教育、促进义务教
育优质教育均衡发展贡献力量。

（作者系湖南省醴陵市教育局
党委书记、局长）

坚持质量导向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
余汉平

热 评▶▶

据澎湃新闻报道，根据《上海市轨道交通
乘客守则》规定，1.3米（含1.3米）以下的儿
童享有免票的权利，但他们在钻闸机或者和
大人同进出闸机时，被磕碰、夹到的情况时有
发生，安全隐患很大，尤其是携带两个免票儿
童的乘客，进出更加困难。

为此，有人大代表建议，在地铁进出口开
设“免票儿童（关爱人群）通道”，为避免资源
浪费，可考虑设置与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人
群共享的无障碍进出通道。要充分尊重及保
障儿童的各项权利，让这一柔弱的群体在每
一次通行中感受到城市的友好与细节的尊
重，在每一个生活场景中体会到全社会给予
的关爱与重视。

共享无障碍进出通道
可以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