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金评教育 A02
2023年6月2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5月30日，我市首个校园博物
馆“博雅轩”在宁波艺术实验学校
（明洲校区）正式揭牌，博物馆内包
含了60件珍贵的文化遗产，藏品
以陶器、瓷器、铜器为主，涵盖了从
新石器时代，到隋唐时期、宋元时
期、明清时期等各个历史时期的文
物，均由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黄权
先生捐赠。 （本报今日A11版）

我市的博物馆教育，又深入了
一步。这不仅能大大节省时间、精
力，而且有助于博物馆教育经常
化、常态化。所以，要向我市首个校
园博物馆“博雅轩”的落成表示祝
贺，同时更希望它能馆尽其用，最
大化地发挥其教育功能。

比起英国等发达国家，我国的
博物馆教育起步比较迟。早在上个
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就开始探索博
物馆教育，及至 2016 年，英国伦敦
国王学院文化研究所发起了“我在
博物馆上小学”项目，大胆尝试在
博物馆中完成国家统一课程大纲
的教学。这一项目，以两个星期至
一个学期为周期，将托儿所和小学
课堂完完全全地搬进博物馆。

博物馆教育作为非正式教育
的一种（相对于学校课堂开展的正
式教育而言），它所起到的不仅仅
是辅助和补充作用，而且还能发挥
课堂教育所不及的教育功能。研究
表明，在文化场馆（包括博物馆、美
术馆、科技馆、图书馆、研究所、动
植物园等）开展的非正式教育，对
少年儿童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如有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有利
于培养青少年主动探索的精神品
格，有利于拓展青少年的视野，有
利于培养青少年的创新精神，有利
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学习
以外的社交能力等，博物馆教育大
有可为。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中小学
校广泛利用博物馆资源，为国家的
未来培养具备核心素养的创新型
人才，笔者希望有更多学校能像宁
波艺术实验学校那样，重视博物馆
教育，有条件的建一个校内博物
馆，没条件的加强与城市博物馆
（包括美术馆、科技馆、图书馆等文
化场馆）的合作，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等方式，将博物馆教育有声有
色、经常性地开展起来。 陌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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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用数字技术赋能
教育评价改革，是方向也是趋势，
为破解长期存在的教育评价难题
提供新的可能。就实践看，目前市
场上的不少教育APP确实为教育
开辟了新场景，不仅方便了学校
和老师的管理，而且对学生和家
长而言，也起到便利学习、减轻学
习量等方面的“减负”作用，得到
了家校和社会的肯定。

但遗憾的是，也有少数教育
App，由于自身缺陷或被过度使
用等，使得它们有意无意成了损
害乃至坑害学生或家长的恶劣工
具，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

以此次媒体报道的“班级优
化大师”为例，由于其自身功能
设计的泛化以及管理上的不足，
在校园和家长中间推广使用过
程中，一方面被一些学校和老师
过度利用，设置了不少并不科学
的加减分项目，时刻为学生在校
表现打分、排名，且还与评先评
优等挂钩，造成不少学生心理压
力过大。而这，显然与此前教育
部发布的《关于引导规范教育移
动互联网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
意见》等文件要求“教育类 App
不得与学分、成绩和评优挂钩”
的规定不符。

此外，由于该 App 在使用功
能上进行了分类，有的项目如家
长查看班级学生排名等，就必须

付费，而由于家校关系的特殊性，
一旦学校或老师要求使用这一
App，就等于变相强制家长付费。
这给 App 经营者带来收入的同
时，却给家长和学生的带来了变
相“增负”。

此 外 ，教 育 部 2018 年 就 明
确，各地要建立学习类 App 进校
园备案审查制度，按照“凡进必
审”“谁选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
责”的原则建立“双审查”责任制，
学校首先要把好选用关，严格审
查 App 的内容及链接、应用功能
等，并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备案
审查同意。

实践一再证明，目前很多新
兴的技术和工具都具有“双刃
剑”的问题，教育领域也莫不如
此。这些工具应用得当，可能有
助于开展教学工作，但若滥用或
不合理使用，则可能带来反作
用，得不偿失。

针对“班级优化大师”教育
App 被异化成“增负”工具现象，
相关经营者应进一步主动优化该
App 的功能，学校和教育部门等
要切实履行引进教育类App的主
体审查和日常监督责任，不但要
把合适的教育类App引进校园和
班级，而且还要把它们限定在合
理合法合情的范围内使用，让其
真正发挥便利促进作用。

余明辉

谨防教育APP成“增负”工具

六一前夕，最高人民法院会同
全国妇联发布《关于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规范人民法院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促进家长依法履行家庭
教育责任。为防止“甩手式带娃”，
宁波市检察机关会同民政、妇联、
关工委等部门出台了在办理涉未
成年人案件中联合开展家庭教育
指导工作的意见，对未成年人的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的，责令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去
年以来，宁波市已开展家庭教育
指 导360余人次，发出督促监护
令79份。（5月31日《宁波日报》）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为
了不让父母们由着性子带娃，2022
年元旦《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开始正式实施，家庭教育从

“家事”上升到“国事”。之后，国内
多地法院陆续发出《家庭教育令》，
依法纠正父母拒绝、怠于履行家庭
教育责任或不正确实施家庭教育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依法带娃”时代，当好一个合
格家长是为人父母的必修课。令人
遗憾的是，现实并不尽如人意。

家庭教育中，父母的爱，缺一

不可。“缺爱”的环境，对孩子成长
极其不利，其后续可能产生的负面
影响，实难估量。两年前，媒体披露
内蒙古巴林左旗一个平均年龄只
有 17 岁的恶势力团伙，该团伙中
有多人来自离异家庭，抑或父母常
年在外务工，家庭教育缺失是这些
误入歧途的年轻人共同的特征。

《意见》提出人民法院、妇联将
加强协作配合，妇联将积极配合人
民法院结合实际建立家庭教育指
导工作站，扩大不同类型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换言之，如
果父母双方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相
关部门就要积极进行干预。有必要
时，依法带娃可以露出“牙齿”，责
令相关人员接受家庭教育指导。

每逢六一，绝大多数孩子都会
收到父母精心挑选的礼物，而贯彻
落实“依法带娃”则是相关部门送
给孩子的一份大礼。家庭教育是教
育的开端，关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和家庭的幸福安宁，也关乎国家
发展、民族进步、社会稳定。抚养孩
子既是道德义务也是法律责任，用
法治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当
然离不开全社会共同发力。为下一
代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氛围，所有
人都责无旁贷。 胡欣红

引导父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
是送给孩子的六一大礼

期待“博雅轩”与教育完美融合

孩子中午不午睡，扣分；坐姿不正确，扣分；周一不穿礼仪服，扣分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一款覆盖3000万学生的教育类App“班级
优化大师”在全国部分中小学校应用甚广。这款App记录学生在校的
很多行为表现，并通过加减分给学生排名，公开评比。有的学校排名结
果还与评先评优挂钩。不少家长、学生对此产生新的焦虑。

（5月30日《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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