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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不吐不快

杜绝有偿补课
缓解教育焦虑是关键

从家长想让
暑托班上课想到的

晚上，我在操场上散步，遇见了初中时
同学。当聊起“暑托”话题时，他问：这次暑
期托管上下学期的课吗？我回答道:不上，
主要开展一些实践活动，如学音乐、书法，
组织集体游戏等。

“这些都不是考试科目，那还有什么意
思呢？”

这或许能代表当下有些家长的心声，
他们认为，暑托班开设的项目，不与“分”
挂钩，那么，暑托班还有什么意思？。

表面上看，似乎有理。校园里、课堂上，
师生被捆绑在“知识”上，学生两耳不闻窗
外事，一心只读“升学书”。师生的交往活动
淡化为知识的传递和反馈，听不到生命的
述说，看不到生命的在场。但这，难道不正
折射出我们的家庭、学校教育出了问题吗？

现在，该到“发现孩子”的时候了。
这次暑托班，全国都在强调实践活动，

旨在让孩子走进自然、社会，回归孩子真
实、正常的生命状态，引导孩子身心得到自
由、自主健康成长。

使用也是学习。暑托开展一些实践活
动，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秉性和特长自由
选择“套餐”，依托具体的载体和情境去学
习、体悟。比如，在社区组建“模拟法庭”，
就是运用《道德与法律》的知识，来帮助孩
子了解什么是违法行为，如果违法，将会
遇到什么惩罚？一旦个人合法权益受到侵
害，将如何依法维权。在实践中，学法、知
法、守法、用法，增强学生的社会理解和参
与能力。

实践出真知。暑期托管实践活动，还会
让孩子发现新知。当社团老师讲到“鲁班发
明锯子”“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故事，想起
自己亲身经历的上山途中，被茅草叶划伤，
平时烧水的经历，我怎么就不能从中获得
启迪呢？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和探索的精神，
在实践中更多发现自己潜能的机会，真正
体悟“处处留心皆学问”的真实内涵，岂非
更好。

实践活动，还会帮助检验、识别和清除
头脑里的“垃圾和病毒”。平时对自己缺点
视而不见，对别人评价听而不闻，自以为
是。当我们把自己真实的想法付诸实践，有
时就不免陷入自导自演的苦恼之中。这可
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我，真实而深切地感
受到自己，汲取历史上赵括纸上谈兵、失守
街亭的惨痛教训。

“古人观之于山川草木、鸟鱼虫兽，往
往有所得”。如今，青少年生活渐渐被网络
充斥，而失去了亲近自然、发现自然之美
的机会。在暑托实践活动中，我们也要引导
孩子开展远足活动。走进大自然，了解大自
然，感悟大自然，磨炼自己意志，陶冶自己
情操，为孩子兴趣发展赋能。

由此可见，当暑托的社会实践与书本
知识，与每个孩子的思想观念、情感体验、
学习生活需要产生联系，看见实实在在的
效果的时候，恐怕我们的家长就要改变自
己的观念和做法了。它就不再是所谓的“灾
区”，而是会成为孩子成长的新天地。

孙功道

17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次会议听取了关于家庭教育法草案修改情
况的汇报。草案二审稿将法律名称修改为家
庭教育促进法，同时鼓励社会力量在家庭教
育中充分发挥作用。草案增加规定，国家鼓励
和支持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为家庭教育
事业进行捐赠或者提供志愿服务，对符合条
件的，给予税收优惠。

（8月18日《成都商报》）

家庭教育的“教育”二字是名词更是动
词，如何教、如何育恐怕才是关键。当前的家
庭教育，大体呈现两个极端，一个是粗放式的
放养，只管物质层面的原始满足，另一个则是

“起跑线上”无限度的焦虑，因陪娃写作业气
到脑梗即属于此类，把升学教育或者说知识
教育、成才教育当成家庭教育的全部，毫无疑
问这些都是家庭教育观念与方向的跑偏。

事实上，家庭教育更重要的功能还是把
孩子培养成为性格健全、心态积极、自主独立
等，具有社会生活能力和良好素养的人，父母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充当保护者和引路人的
角色，用言行来引导孩子成长。

怎么进行家庭教育，怎么解决孩子成长
中的困难与问题，要有管用的办法，来帮助消
除家长们的能力恐慌。因此，促进家庭教育，
关键是要让家长们受教育提能力，这是立法

的重点，通过立法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建立
健全家庭教育工作体系，对父母的家庭教育
进行常态的教育与引导，让家长真正懂得孩
子教育，能够尽好教育责任。家庭教育必须让

“做父母”成为一门学问，教父母学会“做父
母”成为一项社会服务。

家庭教育法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提出，鼓
励社会力量在家庭教育中充分发挥作用，无
疑更有针对性。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教育，
通过提供父母教育培训服务、心理咨询指导
等，帮助做父母的群体提高能力并解决好孩
子教育的实际问题，使得针对父母的教育真
正成为常态的社会服务，构建畅通的供需渠
道。例如，此前杭州等一些地方试点的父母

“持证上岗”，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父母教育，引
发社会广泛关注，尽管其中一些做法有争议，
但让父母教育落地，满足年轻父母学习孩子
教育有渠道，增强可及性方面还是获得了一
致的肯定。

鼓励社会力量在家庭教育中发挥作用，
一方面扶持开展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家庭教
育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则扶持家庭教育服务、
咨询专业机构发展，通过补贴、购买公共服务
方式等撑腰造血。此外，鼓励开展捐赠和志愿
服务，将家庭教育服务稳定在准公益的范畴，
增强可及性和普惠性。

木须虫

家庭教育法 教父母学会“做父母”

漫画 严勇杰

记者日前从山西省教育厅获悉，山西3
名教师因在校外组织学生有偿补课、为校外
机构提供培训服务等被解聘。当地教育科技
局已责令学校对两名涉事教师做解聘处理，
并对学校法人代表进行约谈。

（8月18日新华社）

教师因补课被处罚的事情，最近频频被
报道。相关教师要么被解聘，要么被通报批
评、行政记过、取消评先评优资格等处分……

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双减”政策，其中明确指出，“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
销教师资格。”这意味着，从相关文件的精神
来看，“双减”里面很核心的一条就是“禁止有
偿补课”，这对教师的师德师风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因而，对有偿补课的老师进行解聘，符
合相关的文件精神，这没有任何问题。

在相关新闻背后，我们也听到另一种声
音：为何只处罚老师不处罚家长？这听上去
似乎很有道理，但问题是，我们又该如何处
罚家长？

到这里，有人说，这似乎是一道无解难
题。其实不然，从全社会的角度来说，之所以
有偿补课行为屡禁不止，除了一些教师的师
德师风不够好之外，还有教育焦虑的存在。对
家长们来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现实诉
求，“不输在起跑线上”是常态化的心理状态，
置于这样的现实语境下，“有偿补课”屡禁不
止便也不意外。因为，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人
为的觊觎，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从这来说，
要从根本上解决有偿补课的问题，还需要从
破除家长们的“教育焦虑”入手，这就非一朝
一夕之功，而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解聘有偿补课教师易，撼教育焦虑难。当
然，解聘有偿补课的老师没有任何问题，也是
站得住脚的，但若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顽疾，
仍需先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因为，这才是
治本之策。 龙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