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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字号”教育平台 酒好也怕巷子深

今年10月中下旬，

北京各区中小学陆续开

展四、六、八年级的体质

健康测试统测，很多家

长也忙于带孩子参加校

外体育训练。在此过程

中，多位家长向记者反

映“教练专业水准差”

“训练场所随意、存在安

全隐患”等问题。

“学校有大量老教师退休、新
教师入职，以前‘老带新’的模式，
没办法满足大量青年教师的成长
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国家智
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让青年教
师‘会教’成为关键。”日前，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华山中学梨
华校区校长易伟告诉记者。

(10月25日《中国教育报》）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
台，发端于“停课不停学”，成熟
于“双减”政策推进之时，集发展
性、专业性、服务行于一身，是一
个惠及师生、家长及公众的智慧
教育公共服务“大礼包”。

毫无疑问，资源丰富、形式
多样、服务周到的国家智慧教育
公共服务平台不但是教师的好
助手、学生的好学伴，还是家长
及公众的公益教育讲堂，是“双
减”落地落实的重要支撑。

但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地
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及中小学
校要利用官媒、公众号、工作群、

家长群以及村居网格等，切实做
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的宣传推介。中小学校要通过专
题推介会、主题班会等途径加强
宣传推广，教授使用方法，提高
平台知晓率、使用率，实现有需
求的师生注册、使用“全覆盖”。
还要强化以案说“好”、以案说

“法”，运用学校及教育干部、师
生、家长使用平台的成功案例，
给平台做推介、打广告。

平台优质与否，使用“说了
算”。中小学校可结合学校实际，
有机引入平台资源，开发更多校
本课程资源。校长及广大教师可
从平台资源中汲取发展营养，改
善教育教学行为，减轻学生身心
负担，提高课后服务水平。还要
有机吸收平台基于“大思政”的
课程资源，充实丰富学校思政课
课程资源，让中小学思想政治教
育更加丰实。

客观上说，中小学生是国家
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的最大
用户和最终作用点。除了校园里

的师生，家长也可以参与其中。
比如，在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
心、服务站点还处于建设完善的
情况下，广大家长可充分利用国
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家庭
教育等有关资源，补齐家庭教育
短板，学习家庭教育方法，更新
育儿观、成才观，与学校形成育
人合力。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意见》指出，教育部门要
征集、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
教学资源，利用国家和各地教育
教学资源平台以及优质学校网
络平台，免费向学生提供高质量
专题教育资源和覆盖各年级各
学科的学习资源，推动教育资源
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

“国字号”国家智慧教育公
共服务平台表达国家教育意志，
传递教育“好声音”，是中小学教
育的好“教辅”。用好用足这样的
大平台，更好为教育教学改革蓄
力赋能。 吕建

6年前，宁波小伙张振生
放弃外贸公司的优厚待遇，来
到 2000 多公里外的凉山支
教。原本打算支教一学期的他
坚持了6年，成为尔马千村爱
慕小学240多名孩子的校长。
每次他看到孩子们单纯的脸
上散发的光芒，便觉得这些都
值了。

（10月26日《宁波晚报》）

张振生表示：“是我离不
开学生们。”在那座海拔 2000
多米的高山上，张振生无怨无
悔，一待就是6年，他的故事感
动了无数人。

支教是我国解决教育资
源不平衡问题的一个“标配”
举措，本是大学生或较为发达
地区教师被派到教育资源相
对匮乏的地区，助力当地教育
事业发展的一种方式，时间一
般在一年左右。但张振生的经
历显得很特别，他先是计划支
教一年，后来发现自己爱上了
支教事业。只要当地孩子愿意
继续上学，他就愿意继续在那
里任教。

众所周知，支教具有多重
意义。于当地孩子而言，重要
意义就是让他们更多了解到
外面的世界，而不局限于课堂
所学知识。由于支教地点多在
比较偏远贫困的地区，当地的
孩子很难有机会走出去，支教
老师的到来就给他们带来了
看世界的机会。通过支教老
师，孩子们还能通过各种形式
知道一些他们认知范围以外
的事情。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志愿
者参与支教，将青春奉献社
会、报效祖国，讲述着他们在
支教过程中的奉献与奋斗。他
们胸怀“国之大者”，到边远地
区锻炼，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
彩的人生。他们对社会责任的
担当和可贵的奉献精神，得到
了当地群众及舆论的高度赞
誉。

张振生的事迹令人感动，
这份立志要填平地区间教育
鸿沟的情怀，值得呵护，令人
敬仰。

刘天放

教育需要更多
有情怀的“支教老师”

校外体育训练
不能“虚火上身”

在以往，家长更喜欢把孩子
送进奥数培训班、游学夏令营
等，鲜少有家长会专门让孩子参
加体育培训班。近年来，国家越
来越重视体育教育，重视学生身
体素质，比如体育被纳入中考;

“双减”政策的实施；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学校必须开设体育课，
保证体育课时不被占用……体
育培训变得十分火爆。相关数据
显示，到2023年，我国少儿体育
培训市场规模预计将超1300亿
元。

但揆诸现实，越迅猛发展的
新兴行业，也越容易带来野蛮发
展。一些体育培训班甚至就像其

他“应试教育”的培训班一样，都
是出于为了应付考试的目的。

所以体育培训行业，不能
“野火”和“虚火”上身，不能偏离
了健康发展正轨。面对呈野蛮生
长之势的体育培训行业，需要多
措并举予以引导与规范。

一方面监管不能滞后，要能
加强监管力度，校外体育训练在
机构准入、教练资质等方面，要
能加强规范管理。另一方面，重
视体育教育，也要避免变成“唯
分数论”，不仅要增加体育考试
成绩的权重，更要培养学生热爱
体育运动的兴趣爱好，让学生养
成体育锻炼的习惯，爱上体育运

动。对此，就要建立健全多元评
价体系，要祛除体育教育功利化
倾向，让体育教育回归育人本
质。学校、家长重视孩子身体素
质，也要将功夫下在平时。还要
提高体育教育的软硬件基础，比
如提高对中学生体育教师的专
业化要求;加强对校园体育场
所、器材的建设投入力度等。

校外体育训练不能偏离“跑
道”，而要回到正轨，也要回归育
人初心。通过形成各方合力，疏
堵结合、标本兼治，才能推动校
外体育训练规范发展，更好助力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戴先任

(10月27日《法治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