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少年出现身体素质下降，普
遍近视化，抑郁、过度焦虑等心理
问题频发，直接原因究竟是什么？
政协委员们认为，导致这些问题的
直接因素是中小学生升学压力过
大、课内外作业考试负担过重。

“ 当 下 升 学 就 业 压 力 不 断 攀
升，家长认为唯有逼着孩子拼命学
习方能有一线生机，考上好学校，
求得好工作。因此，无论出台怎样
的减负政策，大多数家长不求最好
结果、但求无愧于心，仍坚定不移
地走补课刷题路线。”沈百军委员
声情并茂的发言“戳中”了大家的

“痛处”，会场中会意的笑声中夹杂
着掌声。

沈百军委员呼吁，严格控制考
试内容和难度，切实减轻学生过重
的学业负担。相关部门要明确规定
各类考试，尤其是关乎学生家长切
身利益的升学考内容和难度，严格

控制在现行教学大纲要求之内。
除了关注“校内减负”，委员

们还关注“校外减负”。
校外培训本应该是学校教育的

补充，用来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的
学习需求、培养发展兴趣特长、拓展
综合素质。但随着“内卷化”的加剧，
各类培训机构偏离了正常轨道，纷
纷投身基础学科“应试”培训，并通
过制造焦虑、贩卖焦虑，使家长和学
生陷入“不想学但又不能不学、不可
不学”的无奈境地。

“各种超纲教、超前学等行为
普遍存在，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的同时，也增加了青少
年的课外培训负担，严重损害了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邱国安委员说。

“学校要发挥好教育主阵地的
作用，设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和学
生学习效率，提高学生参加体艺、
科技、社会实践在评估学校办学质

量的比重。同时，推广校内托管‘四
点钟学校’，适当延长中小学生在校
时间。”邱国安委员建议，要把学生
的减负工作落到实处，做好“校外
减”必不可少。他说，“规范整治校
外培训机构，让培训机构回归学校教
育补充的轨道。建议学习北京、重庆
等地做法，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实
行集中整顿，对虚假宣传、超纲教学
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处理。倒逼校外
培训机构由营销导向转型为教育品质
导向，使培训机构真正成为课堂教育
和多元发展的有益补充，而不是拔苗
助长、引发焦虑的推手。”

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事关民生
幸福，事关宁波未来发展。畅所欲言
贡献真知灼见，诚恳协商取得一致共
识，本次委员月谈会必将助推建设政
府主导、部门协作、学校组织、家长
参与、社会支持的工作机制，为每个
孩子撑起一片阳光明媚的蓝天。

切实减负切实减负切实减负切实减负 做到校外校内“齐步走”

7-8

7 NINGBO DAILY政治纵深·人民政协
2021年7月1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何 峰
电子信箱/124486760@qq.com

合
力
护
航
青
少
年
健
康
成
长

政
协
委
员
为
促
进
青
少
年
身
体
素
质
和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建
言
献
策

记者 何峰

现在的青少年胸围越来越宽，肺活量却越来越小，原因在哪

儿？市康宁医院青少年心理门诊“一号难求”，怎么办？网络游戏

成瘾使青少年产生厌学情绪，如何破解？超纲教、超前学等行为

普遍存在，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育教学秩序，该怎样破

局？……

畅所欲言、形成共识、增进合力，6月29日下午，市政协举

行“请你来协商”活动暨委员月谈会，围绕“重视青少年身体素质和

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委员们与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协商交流。

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部门较

多。当天，市文明办、市委网信办、市教育局、市卫生健康委、

市体育局、市妇联等相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悉数到场，显示了大

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这个话题有点沉重，但更多的是充满期待。”政协委员纷纷

表示，通过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齐心合力，相信会出台更多有效

的举措，营造更好的氛围，促进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就是
要培育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爱党爱国之人，培育有强健
体魄、健康心理、坚强意志和昂扬
精神的栋梁之才。”第一个发言的
戴凌云委员认为，加强德育教育，
培根铸魂，是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
的根基。

一个身心健康的人，首先是一
个热爱国家、积极向上的人。戴凌
云委员在调研中发现：目前，社会
环境日益复杂，青少年思想道德不
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部分中小学“重智育、轻德育”现
象仍然存在，德育教学方式略显老
套，偏重于传统的讲授式教育，学
生的体验感和融入度不足；学生参
加劳动锻炼的强度不高，吃苦耐劳
精神和感悟民生冷暖比较缺乏。

戴凌云委员陈述的调研情况引
发与会人员的共鸣。徐建成委员在
调研中也发现，学校“培根铸魂”
不足，无法完全抗御网络负面内容
的 冲 击 。“ 在 调 研 中 ， 有 学 生 直
言，学校的德育课程质量不高，现
在最影响我们世界观、人生观的东
西来自网络，而不是学校。”徐建
成充满忧虑地说，网络世界里正能
量供给少、重复率高，而负能量供
给“算法”总是扑面而来、时时更
新，导致孩子们在主流价值观选择
上产生迷茫。

正确的人生航向是身心健康的

首要条件，如何“培根铸魂”，让青
少年成为合格接班人？戴凌云一口气
提出 3 条建议，一方面，要在中小学
校开展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教育活
动，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与增强学生
信念有机结合起来，培育青少年的家
国情怀；另一方面，开展以党史为重
点的“四史”教育，将厚重的党史等

“教科书”与鲜活的现实“思政课”
有效结合起来，注重开展沉浸式、体
验式、感知式学习教育。

“此外，劳动教育是亟待补齐的
短板，要加强实践教育，培养求实作
风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戴凌云委员
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肯
定，邻座的与会人员用眼神会意地交
流着。“劳动不仅能够让中小学生体
魄强健，促进身体发育，也能进一步
增强孩子的自信心、责任心、团结合
作的精神。”戴凌云建议，要保持劳
动教育的连续性，建立从小学到中
学，各义务学段目标明确又有机衔接
的劳动教育体系。同时，拓展相关的
校外实践，通过校园劳动、学工学
农、志愿服务等方式，为中小学生提
供劳动锻炼的机会。另外，家长要有
意识地引导孩子进行洗碗、洗衣、扫
地等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

会后，一位旁听的群众告诉记
者，“以前，为了保证孩子的学习时
间，不让孩子参加家务劳动。听完戴
委员的一席话，意识到确实得不偿
失。”

培根铸魂培根铸魂培根铸魂培根铸魂 为青少年的成长“把好舵”

体育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途
径。青少年由于持续紧张的学习，极
易造成身心疲惫和神经衰弱，积极
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可以使青少年提
高身体素质、促进生长发育，还对缓
解心理压力、消除不良情绪具有明
显的作用。

“虽然当前教育部门已经非常
重视体育教育，并开启了体育中考
模式，但由于普通学校的体育教育
仍以应试教育为主，体育教育被边
缘化、空心化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
性扭转，体育教育的效果并不理
想。”虞利华委员长期在一线从事
体育教学工作，对于他的结论，大
家还是略感意外，期待着虞利华拿
出“证据”。虞利华委员在工作中
观察到，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时间依
然难以保证，家长对体育重要性认
识不够，体育活动场地设施严重
不足，“比如，一些家长害怕孩子
在体育锻炼中受伤影响学习，一
味把孩子关在家里做习题、送进
培训班补习，阻止孩子进行户外
活动，却不知这不仅损害了孩子
的身体健康，也会使孩子产生厌
学情绪。”

戴凌云委员在调研中也发现，
青少年存在运动量不足、体质下滑
等问题，进一步完善加强青少年体
育的政策保障措施势在必行。“要组
织青少年开展丰富多样的体育活
动，加大公共体育场馆、学校体育设
施在节假日和课外时间向青少年开
放的力度，形成全社会支持青少年

加强体育锻炼工作的合力。”戴凌云委
员说。

虞利华委员还建议，要推进体教
融合，强化“一人一技”。他建议教育主
管部门尽快研究制定加快体教融合的
具体措施，持续深入推进中小学校体
教融合工作。同时，教育部门和体育部
门应整合比赛资源，利用周末和寒暑
假组织各类面向青少年的比赛，以此
提高青少年参加体育锻炼的积极性。
加强“一校一品”和“一人一技”体育特
色校园建设，尤其是“一人一技”体育
技能培训，使每个学生都能根据自身
条件掌握一项以上体育运动技能，并
使之成为终身爱好。

青少年体质下滑，锻炼时间不足
是重要原因，委员们纷纷为如何保证
学生有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贡献“锦
囊”。沈百军委员建议，中小学校每天
开设一节体育课，再加半小时以上的
大课间活动，并鼓励开设多个项目的
体育运动选修课。同时，采用大数据检
测，记录每个学生每天的运动量，确保
每个学生每天达到应有的锻炼时间和
运动量。

“开齐开足体育课，建议在小学、
初中段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并利用
第三方机构加大对课间体育活动时间
的监督监测力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虞利华委员进一步建议，发挥
好中考“杠杆”作用，建议向云南、广州
等地学习，科学设计中考体育考试科
目，并将中考计分成绩由目前的 40 分
提升到 100 分。他的“重磅”建议立刻
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强健体魄强健体魄强健体魄强健体魄 打造身心健康“加油站”

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问题，网
络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因素。部
分家长视网络为“洪水猛兽”，
甚至“谈网色变”。在本次“请
你来协商”活动暨委员月谈会
上，徐建成委员就这个问题作发
言，并提出意见建议，引发热
议。

“信息化的时代，网络是提
高孩子学习能力、促进个性化发
展的有力工具”。徐建成委员
说，但是不良的网络文化也严重
危害着青少年。他进一步分析，
一是危害身体健康，未成年人上
网时间过长，导致视力下降、睡
眠不足、脊柱侧弯、小脑发育抑
制等问题；二是毒害精神世界，
网络游戏成瘾使青少年产生厌学
情绪、各种“亚文化”和不良视
频内容影响孩子的人生观价值
观。

“网络对青少年的影响，有

两个矛盾必须得到解决。”徐建成
委员说，第一个矛盾，是在学生使
用 手 机 上 ， 学 校 “ 禁 ” 而 家 长

“放”的情况极为普遍；第二个矛
盾，是家长难以进入孩子的“虚拟
空间”，部分青少年沉迷于虚拟网
络空间寻找“自由”，做“真实的
自己”，网络世界的隐藏性，进一
步阻碍了家长和老师对孩子真实内
心世界的参与和了解。

他针对性提出四个建议，“一
是家长要担负第一责任；二是凝聚
社会合力陪伴保护；三是发挥学校
主阵地作用；四是加强青少年网络
素养教育。”

徐建成委员建议，学校和社区
在开展家长学校活动中，要加强网
络素养教育。首先要求家长做好榜
样，不能当网络游戏沉迷者；其次
要提升对孩子在家期间的管理和监
督能力，延缓孩子触网年龄，做到
学龄之前不触网，小学六年级之前

控制日均上网时长不超过2小时。
他还建议，开通一条举报热

线，在市网信办设立学生网络举报
专线，建立不良网络产品的“学
生 哨 ”， 提 高 执 法 打 击 的 精 准
度；建立一支学生志愿者队伍，
由同龄人来监督和影响青少年文
明上网行为；组织一批爱心“潜
伏者”，由家长、老师和社会工
作 者 “ 卧 底 ” 到 青 少 年 网 络 世
界，深入了解孩子的内心并及时
发现问题；打造一个绿色网络公
共文化服务平台，制定政策，鼓
励企业生产一批绿色、健康的网络
文化产品，让绿色网络成为青少年
健康成长、成才的沃土。

委员们还建议市委网信办和市
教育局加强合作，进一步完善网络
素养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好“青少
年绿色网络建设传播联盟”，尤其
要重视寒暑假期间网络管控。

（何峰）

打造绿色网络空间

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长知
识的关键时期，也是良好心理素质
养成和人格形成、发展、健全的关
键时期。近年来，我市十分重视青
少年的身心健康，启动了全市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的规范化标准化
建设，在区县 （市） 建立了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在中小学校
开设心理健康课程并配备了专职
心理教师等。但委员们在深入调
研中获知，目前教师、家长等各
方面对青少年心理问题还没有引
起足够重视。

王晓笳委员是位心理学专家，
长期工作在医疗一线，具有极为丰
富的临床经验。她认为，促进青少
年心理健康任重道远，从目前看，
我市仍存在三个方面的短板：一是
对心理问题的筛查发现不够及时，
错过早期干预时机；二是学校干预
不够专业，对心理危机的防治效果
不佳；三是医疗资源不够充足，对

心理问题的诊治能力有限。
王晓笳委员为此建议，完善心

理危机的发现、干预、治疗机制迫
在眉睫。“在重视加强心理健康教
师队伍建设和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基
础上，建议在全市建立学校与医疗
机构的信息共享机制，提高早期筛
查能力。同时，继续深化医教协
作，推动更多学校与医疗机构间建
立‘绿色通道’，第一时间为出现
心理危机的学生提供帮助。”她说。

家庭是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
防范的“第一线”，只有补齐家长
在心理健康知识方面的“短板”，
才能更好保障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委员们建议我市全面提高家长学校
质量、科学构建“家校共育”体
系，打造“家长学校”2.0 版本。

童红霞委员建议，由妇联牵
头，对于家庭教育缺位的问题家
庭，建立必要的监督、干预机制。
可以借助社区网格员、班主任、志

愿者等力量，先进行摸底排查，对有
必要进行帮扶的特殊家庭，由社工、
心理服务志愿者主动介入，对家长、
孩子进行针对性的辅导、关怀，必要
时联系专业的医生或医疗机构提供专
业化帮扶，并建立追踪机制。

王晓笳委员说，依托各类家长学
校，开设家长心理健康教育课堂，使
家长学习、了解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
特点及心理健康知识，根据孩子的气
质类型、能力及特长兴趣因材施教，
尤其要避免因为盲目攀比“别人家的
孩子”而挫伤孩子的自尊心。

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除筑好家
庭“第一道”防线外，形成社会、学
校、家庭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不可或
缺。陈海英委员认为，各部门之间缺
乏协同，导致各类政策与资源作用发
挥不充分，亟须建立政府主导、部门
协同、社会专业服务机构广泛参与的
协同机制，构建早期识别、预防和干
预为一体的社会服务体系。

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家校共育家校共育 为青少年心理健康撑起“保护伞”

曙光中学学生参加趣味运动 （严龙 摄）

相关链接

丁安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