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张树伟 编辑：刘钰 张贵勇 设计：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中教评论 时评 2024年1月3日 星期三02 ·

▶▶策论▶▶ 一家之言▶▶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作为儿童群
体的一部分，有其自身独特的群体意义。
让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安全有保、亲
情有护、心理有依、发展有托，切实增强
他们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是民
生、法治、教育需要共同面对的现代社会
问题。

日前，民政部联合 14 个部门印发了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
升三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
案》），提出到2026年，全面提升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精神素养、健全监护体
系、加强安全防护水平，并以儿童需求为
导向，实现更加精准高效的关爱服务。这
一举措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的支持与保障力度，彰显了对这一
群体权益保障、资源配置等物质向度与理
想信念、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等精神向度
的共同观照。

要将精神生活作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的重要向度。只有精神才是
人真正的本质，没有精神生活，人的存
在就变得毫无意义。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的真正困境，其实并不仅在于物
质生活上的贫乏，还在于精神生活方面
的贫困。亲情缺位、价值虚空、文化冲
击，多重合力之下，使得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很容易丧失精神的根脉，乡
村和乡土不再是儿童眷恋与热爱的精神
家园。另外，裹挟在网络与信息技术中
的虚拟世界、游戏生活，充斥着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精神世界，成为某
种虚无的精神价值追求。关爱农村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唯有建基于教育民生
的精神生活向度，才能真正在物质生活
有基础、制度建设有保障的前提下，引
导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坚定理想信
念、端正人生态度、形成正确价值观，
以内在超越的方式引领个体自由成长、
全面发展，成为有志向、有梦想，爱学
习、爱劳动，会感恩、懂友善，敢创新、
勤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要将需求满足作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的基本标尺。农村留守儿童和
困境儿童不是“问题儿童”，不能简单地以
标签化的方式笼而统之、大而化之。必须

看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
少”的承诺与要求背后，是每一个农村留
守儿童和困境儿童都应被关爱、被守护、
被帮助，以获得充分的生存权、发展权、
受保护权和参与权。《行动方案》突出需求
导向、精准高效。一是以“精准”落实全
面。全面建档、动态更新、一对一结对、
源头帮扶，瞄准的是不让一个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掉队。二是以“资源”保障
发展。儿童福利机构创新转型、儿童主任
队伍建设、社会力量参与、数字化建设，
旨在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乡村
短板。三是以“协同”实现联通。多方发
力、家校社协同，既将关爱服务资源建起
来，又让资源活起来，在关爱服务资源的
互联互通中，构建关爱服务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的立体监护体系。

要将做细做实作为关爱农村留守儿童
和困境儿童的关键效度。《行动方案》重在
落实。关爱服务迈向新台阶，取得新突
破，根本在于政府、家庭、学校和社会各
界将关爱工作做细做实。政府方面应摸清
存量、关注增量、健全信息管理系统，精

准掌握每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
情况，在教育、医疗、监护、救助、安
全、保护等方面予以充分帮扶。学校应重
点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育人育
德 、 立 人 立 心 ， 让 他 们 在 学 校 教 育 中

“留”有安全感、“寄”有获得感、“学”有
方向感，精神生活更加丰盈充实。家庭要
加强亲子沟通，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
儿童的情感需求，切实履行家庭监护的职
责，提升家庭教育的品质，全面关注留守
儿童和困境儿童的身心健康。社会各界应
更加积极地参与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
的关爱服务，建立健全志愿者服务网络体
系，规范组织行为，营造良好氛围，为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全面发展提供亲情
陪伴、教育辅导和心理支持。要注重发挥
数字化建设在不同主体协同发力、做实做
细上的贯通功能，通过数据共享、精确

“画像”、高效匹配，为每一个农村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量身定制方案，切实提升关
爱服务质量。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教授）

呵护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的精神世界
叶波

2023 年 3 月，教育部等八部门发布
《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要
求根据青少年学生认知规律和身心发展特
点，引导青少年学生珍惜大好年华，充分
利用阅读黄金期，博览群书、拓宽视野。
过去一年，读书行动撬动了广大师生阅读
的积极性，取得了很好的实效。

我国儿童青少年阅读有何特点？如何
充分调动儿童青少年的读书热情，促进他
们的阅读发展？儿童青少年在现实生活中
还需要怎样的阅读支持？透过2023年12月
28日发布的《中国儿童青少年阅读现状与需
求调研报告》，可以一窥当下我国中小学生
的阅读现状。该报告值得赞许之处，不仅在
于调研范围广泛，涉及全国6个省份83个县
（市、区）的近12万名学生，还在于调研由北
京师范大学中国儿童青少年中文分级阅读
标准研制及应用研究项目组牵头，具有较强
的专业性与权威性。

整体来看，随着全民阅读的持续深
入，无论城市还是乡村，越来越多的学校
与家庭深刻地认识到阅读对于孩子成长的
重要性，近年来我国中小学生阅读状况持

续向好，较以往有了长足的可喜进步。但
也要看到，一些阻碍中小学生阅读的关键
因素也有待进一步破除。如调研报告所指
出的，84.7%的中小学生在整体阅读方面存
在困难，排名前三的依次是不知道怎么选
书、不知道读书的方法、缺少可阅读的书
籍。可见，给中小学生切实有效的阅读支
持，离不开学校和家庭的“双向奔赴”，需要
教师和家长切实履职，尊重阅读规律，从创
造充分的阅读空间，到营造良好的阅读环
境，再到予以有效的阅读指导，身体力行成
为孩子阅读的引领者、示范者和陪伴者。

教师作为学生的重要他人，无论是哪
个学科，都应是学生阅读的标杆，能经常
给予学生恰到好处的阅读指导。让人颇感
意外的是，调研显示，96.9%的小学语文教
师和98.0%的初中语文教师在指导学生课外
阅读方面存在困难，难点则在于学生缺乏
阅读兴趣、阅读能力不足和缺乏阅读方
法。的确，一旦错过了阅读关键期，在本
该阅读的年龄段错过了好书的浸润，抑或
给孩子看的书并非孩子喜欢的，很难让孩
子对书籍产生亲近感。但不管怎样，激发

学生的阅读兴趣，是教师的职责之一，也
考验着教师的育人智慧。优秀的教师本身
就是一颗阅读种子，仿佛行走的图书馆，总
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唤起学生对书的热
情，于无声处让学生感受到阅读的乐趣与魅
力，感受到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产生共鸣，
陶冶心灵，重塑生活观与价值观。

在人的因素之外，环境的力量也不容
忽视。学校作为阅读的重要场所，是涵养
学生阅读习惯的关键场域。但一个引人深
思的现象是，调研显示，94.1%的孩子报告
自己主要的阅读场所是家里，其次才是学
校。而家庭的藏书情况客观来看并不理
想：46.1%的家庭总藏书量在25本及以下；
50.6%的父母的年阅读量不超过 5 本，有
23.9%的父母几乎不阅读。家庭藏书少，会
导致孩子的阅读兴趣和年阅读量降低，每
天阅读时长变短。可见，在引导学生阅读
上，学校还要有更大作为，除了要增加适
合学生阅读的优秀童书，让图书馆里的好
书真正流动起来，还要创设致力于培养终
身读者的软环境，打造学生喜闻乐见的阅
读课程。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

入，但在优秀童书购置上还要持续畅通渠
道，让更多的好书与中小学生零距离，让
真正的阅读专家走进学校，提升学生的阅
读品质。同时，学校也要多创造空间，让
教师有时间阅读，有机会研究并践行分级
阅读理念，提升自身的阅读指导能力，找
到有效提高学生阅读能力的方法。

阅读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到学生
理想信念树立、道德品质提升、文化素质
发展，以及独立思考、创新创造、终身学
习能力培养的大事。让学生成为热爱阅读
的自主学习者，学校和家庭需要藏有大量
好书，合力打造适合阅读的温馨场所，也
需要父母树立正确的阅读观，为孩子做阅
读榜样，更需要学校把优秀童书作为教育
教学资源，引导学生以阅读为核心，在非
连续性文本与整本书阅读的有机结合中，
在从虚构类作品到非虚构类作品的过渡
中，在自主阅读与阅读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中，在从求知、德育到价值观重塑的过程
中，找到奋进的理由与力量，最终成为可
堪大用能担重任的国之栋梁。

（作者系本报记者）

点燃学生阅读热情要双重发力
张贵勇

/ 新世相 /

热 评▶▶

每年的寒冬时节，关于学生是否应穿
校服以及校服是否应穿在外套外面的问
题，总能引发网络热议。近日，“穿上校服
变法式小面包”的话题就点燃舆论场。某
视频平台上，一名学生发布了一段视频，
讲述了一所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将校服穿
在外面的规定。这一规定导致学生纷纷
变成“米其林轮胎人”，胳膊如同企鹅般无
法自由活动。对此，网友哭笑不得。也有
人表示质疑，这校服非穿不可吗？

天气寒冷，校服该怎么穿搭成了困扰
家长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非无
解，关键在于秉持怎样的理念。学校如若
多一点为学生、家长考虑的情怀，方式上
不那么死板僵化，遵循实事求是的精神，
就能找到相对妥善的解决办法。

校服的合理性毋庸置疑。以校服体
现统一着装，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青
青子衿，悠悠我心”，《诗经》中这句诗描写
的就是穿着青衿的学子。青色交领的长
衫，一直到隋唐两宋都是学子的制服。其
中除了样式统一，更有合身、舒适的讲
究。时至今日，校服已经是普遍的存在，
世界各国也大抵如此。学生穿着统一的
校服，朝气蓬勃、活泼靓丽，展现出学生独
有的精神风貌、精气神韵，亦代表着学校
的形象和品牌，便于识别与管理。更重要
的是，校服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学生的攀
比心理，潜移默化地注入平等的观念。

但四季有轮回，冷热在交替，校服不
大可能紧随季节变化而频繁更换。没有
适合学生冬季保暖需求的校服，却硬性要
求校服必须套在厚实的棉衣外面，显然违
背常理。好在北京、福建、深圳等多地教
育行政部门近日发出通知，提醒做好学生
防寒保暖工作，明确提出不得强制要求学
生统一穿校服，并合理安排在校户外活动

时间，运动后提醒学生及时穿衣保暖等。
这些要求真正体现了对学生的关爱，人性
化的管理赢得了家长的欢迎和网友的点
赞。当然，学校若根据换季保暖需求，推
出棉服、羽绒服等，兼顾整齐统一和防寒
保暖，又能在家长的承受范围之内，也是
一个可取的选项。不过还是要注意，校服
不是日常服装，学生不断成长，身高胖瘦
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定制多套校服也容
易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轮胎人”式的困扰，在教育实践中经
常会出现，这对学校管理智慧是一个不小

的考验。于学校而言，要在日常管理中提
升服务意识，明确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要以学生为中心，时时处处事事替他
们着想。有了较强的服务意识，一切从学
生立场出发，就不会固守僵化思维，而是
实事求是地提出合理的应对之策。与其
在校服的外在形式上过于苛刻，不如更多
关注学生的冬季防寒，不让每一名学生因
寒气逼人而冻伤或冻出病来。同时，也要
引导学生认知四季变化，注重防寒，保持
健康。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学生就像

需要阳光雨露润泽的小苗，只要光照充
足、雨露浸润，就能蓬勃生长。教育应
是光源和水源，在遇到“轮胎人”“小面
包”一类问题时，在处理学生因流感缺
课后如何补课等事情时，都应更多关注
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权益，更多地站在学
生及其家长的角度思考问题，全身心地
关心、呵护学生。教育要有底线、有原
则，也应有温度、有柔性，充分体现善
意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唯此学校才能真
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乐园。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人性化管理为教育增添暖意
雷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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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是激活科技自主创新的关键变量，如
何将其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已成为建设教育
强国征程上的一道必考题。如今，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已成为全社会的事业。只有政府、学校、家庭、企业、
社会密切配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生态圈。

政府是掌舵者，进行顶层设计，绘制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路线图”。要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制度与人
才成长周期的动态匹配，激活科技创新的“一池春
水”，让更多创新型人才竞相涌现。要完善政府引导，
家庭、大中小学、企业、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协同共育拔
尖创新人才的政策体系，落实具体分工，明确“谁来
干”“干什么”，遇到问题时“该找谁”。要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让拔尖创新人才“有枝可依”。

学校是执行者，担负人才培养工作的主体责任，为学
生搭建专业成长的平台，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中游。
大学要起到龙头作用，构建各个学段联合培养人才的“大
贯通模式”。各级各类学校要用好数字技术这个“倍增
器”，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数字化转型。比如，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人才全方位全周期的创新能力评
价、社会情感能力评价和实践能力评价，以此为依据不断
调整学校教育教学内容。

家庭是启智者，打好孩子心智成长的基础，是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上游。一方面，家长要支持孩子的自主
发展，关注并保护好孩子的创新潜质，营造轻松愉快、
非功利的家庭环境；另一方面，家长要注重与学校沟通
孩子学习、生活、心理、健康各方面的状况，还可以与
其他家长共同探讨创新素质培养问题，积极主动构建更
加全面更加多元的创新教育网格。

企业为学生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是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的下游。企业要发挥好“出题者”的作用，从国家需
求、产业链需求和消费者需求出发，倒逼知识和技术的迭
代与更新，逆向推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变革。要积
极为拔尖创新人才提供“练兵场”，提升科技成果从“书
架”到“货架”的转化速度，鼓励拔尖创新人才在真实任务
中经历风吹浪打，练出强大意志力。

同时，全社会要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营造良好环
境。应该达成共识的是，通过分数分配教育资源只是方
法上的公平，并不是资源分配结果的公平。在共性教育
基础上注重个性教育，让不同的人获得适宜的资源，才
是高质量的教育公平。为破除思想桎梏，一方面可鼓励
民间力量成立英才教育联盟等研究机构，搭建互相交
流、互相学习的平台；另一方面，可发挥主流媒体的宣
传作用，引导全社会认识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乃“国之
大者”，关乎我国能否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
民生活赖之以好。拔尖创新人才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
生力军。抓住了拔尖创新人才，就抓住了我国科技自主
创新的牛鼻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催人奋
进，构建政校家企社协同共育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科技领军人才方阵，拔尖创新人才将
大有可为。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评价与督导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政校家企社协同
共育拔尖创新人才

黄郭钰慧

据《现代快报》报道，江苏省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
推出针对全年级学生的减脂餐，将午餐中的一“小荤”
替换为粗粮，同时适当减少主食米饭量。记者了解到，
菜谱推出后受到许多学生家长的欢迎，第一天就有81
名家长为孩子报名改吃减脂餐。

减脂餐是从学生需求出发的创新举措，令人眼前一
亮。一“替”一“减”之中，满足了学生的减脂需求，体现了
学校管理上的精细、服务方面的周到，也启发更多学校在
办学过程中立足实际，办出令学生及其家长满意的教育。

学校办学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做家长育儿的同行
者、助力者。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学校与家长应同向而行，协同育人。就拿“小胖
墩”来说，形成的原因有很多种，解决起来也需要较长
时间，很多家长需要专业指导和帮助。面对学生成长过
程中的问题，学校不回避不退缩，而是想方设法解决，
这种态度值得点赞。家校共育不能停留在概念、口号
上，而应聚焦现实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从“小切口”入
手，满足学生的现实需求。

学校办学要善于凝聚合力，从专业视角寻求问题的
破解之道。以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为例，学校面对孩子
减肥难这一问题，先是广泛听取了家长的意见，并积极
向营养学专家寻求专业意见，进而开出良方。其实，破
解教育中的很多问题，如孩子的视力、心理、睡眠，抑
或教师工作负担等，都需要学校不断凝聚合力，特别是
借助校外专家、第三方机构等专业力量，进一步打开工
作思路，提高工作成效。

学校办学要重视意见反馈，持续提升教育服务质
量。减脂餐推出后，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利用每周四的

“家长陪同用餐日”听取家长的建议，及时对满意度进
行调查，并根据相关意见进一步完善减脂餐，真正做到
了工作扎实，认真负责。这启示学校管理者们在推出一
项新的举措后，要重视调查研究和意见反馈。这一过程
不仅可以促进相关举措的持续完善，也有利于发现教育
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形成教育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应该用心用情解决好学生及
其家长关心的问题，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减脂餐是
学校为满足学生的健康需求而采取的创新举措，背后有
着极大的示范意义。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出发，“小切
口”能有大作为。汇聚专业力量，加强调查研究，注重
意见反馈，营造解决问题的良好环境，小创新也可有大
收获。学生身心健康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希望更
多的学校管理者能借鉴减脂餐举措，立足本校实际，办
出让学生和家长满意的教育。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浏阳河中学教师）

小学推出减脂餐
有示范意义

周芳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