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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平安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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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短短几天就是全国高考了，很多家
有考生的父母会在微信群，或者是和亲朋好
友聊天时吐槽，自己比考生还紧张乃至焦虑。

其实，面临如此重要的考试，考生同样也
紧张，也焦虑，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考生的
紧张和焦虑都是隐性的，不那么明显和外露，
而很多家长反而有些把持不住，乃至显得比
考生还要紧张和焦虑。

在心理专家看来，部分家长在考生面前
这种焦虑的表现，可能会影响到考生的备考、
成了一种“帮倒忙”。所以在考生备考，父母陪
考的过程中，父母最需要做到的，就是“有所
为有所不为”，通俗点讲，就是应该做好的尽
量做好，不应该做的坚决不做，最终的目的是
为考生创造一个轻松、愉悦、积极的应考氛围
和环境。

比如说，与其对孩子不厌其烦地进行各
种嘱咐和提醒，不如不动声色偷偷帮孩子检
查一下身份证、准考证、各种考试的文具等准
备好了没有。

考试前几天，家长要尽量保持平时与孩
子的交流方式，家长不乱阵脚，考生才能从容
应对。家长首先需要保持情绪稳定，不要把高
考看成特殊时刻，避免增加紧张、焦虑气氛，
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压力，影响考试的正常
发挥。孩子可能因为紧张、焦虑向父母倾诉，
作为家长，需要充当好听众的角色，尽量多听
少说，让孩子宣泄心中的压力。另外，饮食等
后勤保障，也不要突然“升级”，以免给孩子造
成压力。

当考试开始后，如果考生没有主动开口
说考试的事情，家长不要打探考试情况。孩子
每考完一门后，家长要尽量给他们提供舒适
和放松的环境，让孩子充分休息，引导孩子把
注意力放到下一场考试上，不管上一场考得
好还是坏，都要告诉孩子不要再去想，以便迎
接下一场考试。

考试结束以后，家长一方面不要着急追
问孩子考试的情况，给他们一些时间进行调
整；另一方面，也要避免孩子过度紧张之后又

过度放松。
总之，家长的关心必不可少，但也不

可过度。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最好的陪
考。 苑广阔

百姓话语

有所为有所不为
才是最好的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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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制报告制度
非常必要

6 月 1 日实施的新修订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有很多亮点，如第十一条第二
款的规定就很亮：国家机关 、居民委
员会 、村民委员会 、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
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
受到侵害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的，
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有关部
门报告。

这是首次从法律意义上对报告义
务做出规定，其意义非同小可。看到未
成 年 人 受 侵 害 是 选 择 沉 默 还 是 向 公
安、教育行政部门如实报告，以前可能
是道多选题，现在，这是一道必答的单
选题：必须报。新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
定：违反本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
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
级主管部门或者所在单位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处分。

这可以解读为强制报告，已经将报
告上升到了法定义务的高度，目的就是
为了解决“发现难”的问题。

揆诸现实，无论是校园性侵案还是
欺凌案，都存在“发现难”的问题。按中国
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的观点，“性侵害学
生案件的隐案率是1:7，一起性侵案背后
有 7 起不被人所知”。1:7 的隐案率表明，
曝光的性侵案只是冰山一角。校园欺凌
案也可作如是观。

隐案率为什么这么高？原因有三：一
是一些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
出于恐惧等原因不敢报告老师和家长；
二是实施侵害的教师包括校长往往以诱
骗、恫吓和利诱的手段实施侵害；三是一
些学校为了不使学校声誉受损故意瞒
报，包庇侵害者。三个原因叠加在一起，
造成了“发现难”，也加剧了未成年人权
益保护难的问题。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为了更好
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用法律形
式将知情报告上升到法定义务。相关人
士要心中有数，积极履行这一法定义务，
一旦发现侵害学生权益的事，必须立即
制止，并在第一时间向学校、教育行政部
门和公安部门检举揭发，尽到一个公民
的法定义务。 王学进

今年全国高考报名 1078 万人，再创历史新
高，如何保障高考平稳顺利进行？日前，教育部
已会同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有关部门部
署各地严格做好高考安全、考试防疫、招生录取
等各项工作，确保实现“平安高考”目标任务。

高考，历来是我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2021年高考更是“与众不同”：高考前夕，新冠疫
情继续蔓延，尤其是近几个月，周边国家、地区

“疫魔”张狂，国内散发病例也在增加，令人丝毫
不敢松懈。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做好疫情防
控是今年高考组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从考点
设置到考试入场时间等，各地考试准备工作也
都相应地做了大幅调整：针对近期个别地区疫
情情况，教育部指导各地认真研判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加强防疫教育和培训，严格落实健康登
记、卫生消毒、隔离设施等防疫措施，确保考试
安全。

针对近期云南大理漾濞、青海果洛玛多发
生地震的情况，教育部指导两地迅速启动组考
应急预案；还会同国家气象局、地震局等有关

部门密切分析研判高考期间发生极端天气、自
然灾害等预警信息，加强应急演练……一系列
措施都是为了全面应对疫情下高考的未雨绸
缪之举。

既要抓好疫情防控，又要确保考场秩序，
“特殊高考”对相关工作及社会各界都是严峻
的挑战。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压实主体责任，有
的放矢，统筹安排，坚决贯彻“健康第一”“公平
第一”双原则，严格落实考试纪律，抓好每一个
环节的安全工作，实现全链条的“防作弊”保
障，严厉打击考试作弊，切实保障高考公平与
公共健康。

2021 年高考对于所有考生来说，将是难以
忘怀的记忆，对于相关各方而言，亦是一次严峻
的“特殊考校”。做好全面准备，打造“平安高
考”，为考生创造一个安全、公平、有序的考试环
境，各地方、相关部门须科学谋划，严谨作答，力
争做到万无一失。也希望各位考生保持良好的
心态，认真复习，积极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在保
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书写自己满意的答卷。

斯涵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