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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漫画 严勇杰

不吐不快

前不久，中国人民大学的三
位学者通过跟踪搜索引擎上相
关关键词的搜索量、电商平台相
关商品的购买量、专业咨询网站
等数据，分析了“双减”政策的效
果。研究发现，“双减”政策实施
后的这一年，青少年抑郁症状减
少了 78.6%。然而，与孩子们逐
渐轻松的状态相比较，父母的焦
虑却在“双减”后明显上升，研究
表明增幅约12.8%。

（7月31日《经济日报》）

为什么会出现“双减”治愈
了孩子却焦虑了家长？为什么会
出现一边是学校为学生减负、一
边是家长为学生增负这一减一
增怪象？升学压力大仍是主因。

要从根本上缓释“家长教育
焦虑”现象，当务之急是积极推
进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
育向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
素质教育转变。素质教育是时代
的需要，是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
质的关键。在今后一段时期，学校
及社会应该高度重视素质教育，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
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造就有理
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首先，政府要转变教育管理
职能，不以升学率对学校进行排
名和奖惩，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
使用机制，改变单纯追求学历、
追求文凭的倾向，改变过度关注
分数、沉迷于应试教育的现象。
同时，要针对当前家长的教育焦

别把学习困难门诊理解错了
近日，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

院学习困难门诊爆火，到8月 23
日的预约号全部已满，引发社会
热议。不少网友表示，第一次听说
学习困难科室，要是自己小时候
有这科室，也不至于学习困难了。

（8月3日《成都商报》）

对于学习困难门诊，社会上
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不少人
认为，此类门诊是医教协同的好
样本，是干预学习困难的好方式，
可化解部分家长和孩子的燃眉之
急。但也有人质疑，“这都是家长
不负责任，没有好好引导孩子，怎
么这也能到医院来看病呢？”甚至
认为，学习困难不是病，医院开设
此类门诊，有蹭热点之嫌，学生和
家长接受此类服务，其实是在交
智商税。

观点截然不同，是因为所站
角度不同。普通民众理解的学习
困难，是一个笼统概念，与学习不
专心、喜欢开小差、成绩出现下滑
等现象并无明显界线。照此理解，

每位学生都可能出现学习困难现
象，只不过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
表现、存在学习困难的时长不同
而已。换言之，在多数人看来，学
习困难只是习惯问题、教育方式
问题。

然而，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
诊，是将之当成一个医学问题。
因为学习困难对于一些孩子不
止 是 习 惯 导 致 ，可 能 属 于 疾 病
的 症 状 ，包 括 注 意 缺 陷 多 动 障
碍、学习技能发育障碍，以及心
理和精神类疾病等，都可出现学
习困难症状。这些疾病需要尽早
通过诊疗干预，开设学习困难门
诊，可以做到早期预防和诊断这
类疾病，从而尽量减少疾病对孩
子包括学习成绩在内的各种不
良影响，也通过鉴别诊疗，让未
患疾病的学生，通过加强习惯养
成与家长陪伴等方式，开展行为
纠正。

当前，根据症状来开设门诊，
在医疗系统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比如胸痛门诊、眩晕门诊、失眠门

诊等，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的
吃饭困难门诊和学习困难门诊也
是如此，事实上，目前开设学习困
难门诊的医院越来越多。门诊使
用症状分类，便于患者挂号就诊，
减少“不知道挂哪个科”等麻烦。
然而，对这些症状的理解，医生和
普通民众之间存在很大的不同，
比如学习困难对于普通民众，或
许仅是一种常见现象，医生却将
之当成诊断疾病的重要线索。由
于对学习困难存在不同的理解，
对这类门诊难免会产生截然不同
的看法。

明白了这个道理，学习困难
门诊才能获得社会的一致认同。
并且，只有学会站在医学角度看
待学习困难门诊，才能以正确的
方式参与其中，比如不将该门诊
当成健康孩子的“提分工具”，当
孩子可能存在导致学习困难的疾
病时，及时到此类门诊就诊等。有
此正确的态度与认知，学习困难
门诊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罗志华

家长们的
“教育焦虑”
如何治愈？

虑基本不是对“有学上”的担忧、
更多的是对优质资源的渴求，通
过教师交流轮岗、强校扶持弱校
的“委托管理”、优质资源充分共
享协力共建的“集团化办学”及

“一校多校”或“一校多区”等举
措，持续不断且大幅度地提高区
域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率，这样
才能真正为孩子的学习“减压”、
为家长的焦虑“败火”、为社会的
疯狂补习“降温”。

学校要坚持德育为先、能力
为重、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探索
更为多元的考试评价体系。不要
让分数成为评价孩子的唯一方式
和标准，探索大学“宽进严出”的
教育制度改革，改变主科备受追
捧、副科冷落寂寞的现状，遏制重
奖高分考生行为，实现德育、体
育、美育、劳育的全面发展。

学生家长更要打破功利主
义成才观的桎梏，积极配合学校
发展素质教育。家长要从孩子健
康成长的角度出发，理解和支持
学校减负，不要学校减，家长不
放心，就给加。家长们应更多地
去关心孩子学习的状态，关心孩
子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效率。

总之，只有政家校三方合
力，真正将中小学生减负和素质
教育落到实处，才能让孩子拥有
可以“荡起双桨”的童年，才能让
家长走出“教育焦虑”的困境。

王红峰

警惕青少年
被短视频绑架

暑假，是孩子们休闲娱乐的好时
节。记者近日在调查采访中发现，虽然
现在许多网游都纳入了防沉迷系统，
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被压缩、限制，但
这并没有让孩子不再沉迷手机、平板
等电子产品，短视频成了很多孩子的
暑期“新选择”。家长对此忧心忡忡，成
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8月4日《法治日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中
小学生短视频使用特点及其保护》调
查报告显示，使用过短视频的未成年
人有 65.6%，20%的青少年“几乎总
是”在看短视频。

短视频的作用，利弊相生。如何
趋利避害，保护好青少年合法权益，
亟待重视起来。短视频平台当积极作
为。据悉，一些短视频平台就有着积
极尝试。比如，在适龄度上，针对不同
年龄的青少年，进行了不同的内容推
荐，用户开启青少年模式后，可以自
行设置年龄。当然，企业更应当积极
承担起青少年保护的社会责任，通过
技术升级完善防沉迷系统。

同时，要在治理上多下工夫。为
给孩子们营造安全健康的暑期环境，
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近日启动“清
朗·2022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
治”专项行动。诚如前述，一些短视
频、直播平台中涉及暴力、低俗、软色
情、诱导充值打赏等问题，也期待相
关部门对此重视起来，严打严控，构
建积极向上的网络空间。

也应利用好技术的力量。例如，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等手段将未成年
人用户和普通用户群体区别开来，然
后对所有的未成年人强制开启网络
监管模式，就值得运用。还有就是，企
业应当进一步增强青少年模式易用
性，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未成年人以游
客身份浏览、第三方账号登录，或者
采用卸载重装、账号切换等方式逃避
监管。

此外，家长应履行好监护责任。
孩子沉迷网游或短视频，与家长的包
庇纵容和教育方式不无关系。毕竟，
要想把年龄稍大一点的孩子完全隔
离在没手机或者短视频的真空里，不
现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家长应关
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比如，家长
要以身作则，不能沉迷网络世界，同
时对孩子的上网时间要严格把控，也
应多陪孩子走出去，远离网络。

终归而言，对于青少年的网络保
护是一种国家义务，没有旁观者。近
几年短视频迅猛发展，用户规模逐年
扩大，除了未成年人参与直播打赏等
问题外，青少年沉迷短视频而引发的
一系列问题，亟待引起重视。当然，对
于学校来讲，也有必要加强相关互联
网知识的普及，使学生正确使用网
络，远离不良侵害，呵护好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成长。 杨玉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