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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月 24
日电（记者 侠克）北京市
教委近日发布通知，自1
月23日起，全市中学学生
不再到校，学生本学期期
末工作全部在线上完成。
同时全市培训机构暂停
一切线下培训和集体活
动。疫情期间，由于长时
间居家生活、学习和工
作，智能手机、电脑及其
他电子产品吸引了儿童
及青少年的“眼球”，青少
年 近 视 防 控 压 力 随 之
增加。

对此，专家表示应警
惕居家期间近视度数增
加，防疫的同时也要注意
近视防控。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眼科主任赵明威表示，如
需在线学习，原则上小学
生每天使用屏幕总时长不超过2.5
小时，每次不超过20分钟；中学生
每天不超过4小时，每次不超过30
分钟。寒假期间，儿童及青少年游
戏娱乐视屏时间每天累计不超过1
小时。

教育部近日发布的《2021年寒
假中小学生和幼儿护眼要诀》提
出，线上学习要选择屏幕较大、分
辨率较高的电子产品。赵明威介
绍，使用电子产品时，一定要注意
调节亮度至眼睛感觉舒适，不要过
亮或过暗。除了在室内放松视力，
还应多向窗外远处眺望，加强户外
活动、充分接触阳光是最简单、有
效预防近视发生发展的方式。

新华社北京 1月 22日
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21日对家
庭教育法草案进行了分组审
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普遍认为，就家庭教育立
法，引导家庭教育法治化、系
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发展非
常必要。围绕如何进一步明
确家庭教育责任主体的权利
义务、怎样更好完善家庭教
育内容等问题，与会人员纷
纷献计献策。

“赞成制定这部法律。”
肖怀远委员说，家庭教育在
孩子成长过程中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其重要性是学校
教育无法替代的。制定一部
专门法律调整家庭教育关
系，夯实家庭教育责任，保障
家庭教育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十分必要。

田红旗委员认为，家庭
教育法草案回应了当前社会
热点，是在立法上对“养而不
教”问题的直接规范，明确规
定了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在未
成年人家庭教育中的主体责
任，该法的制定将加强对未
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律保
护，完善未成年人法律制度

体系。
留守儿童是社会普遍关

心的群体。全国人大宪法和
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光
权说，目前草案提出，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依
法委托其他成年人代为照护
未成年人的，应当与被委托
人共同实施家庭教育，建议
将这条进一步写深写透，明
确如何共同实施家庭教育。

针对近年来抑郁症患者
低龄化等问题，刘修文委员
建议，突出促进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的家庭教育内容，研
究增加有关具体措施，引导
未成年人树立健康阳光、积
极向上的心态，正确应对挫
折和困难，帮助其具备自我
疏导和寻求专业帮助的知识
和能力等。

吕薇委员建议，将“健康
上网”纳入家庭教育内容，培
育未成年人数字素养，引导
其遵守数字秩序。

本期导读

与孩子相处，勿忘“平视”

我们常常会说，建立良好
的亲子或师生关系，需要“蹲下
来”，“平视”孩子，给予他们充分
的尊重与理解；要学会换位思
考，真心地与孩子做朋友……但
要在教育实践中贯彻这样的理
念，则需要家长和老师花费许多
心思，将“平视”的姿态真正融入
到细节之中。本期《话题》就来分
享几位读者的观点和做法。

（第8版）

古诗词带你游遍大美中国

“疫情彻底结束之后你想
做什么？”想必很多人都会回
复：出去旅游！是啊，人人都想
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但
为了这大好河山，我们现在却
更加不能远行。好在我们从来
不会被困难打败，即使身居方
寸之地，我们也能够在古诗文
的导引下，畅游万里江山。

（第5版）

受到冬季疫情零星散发影
响，我国多地中小学生提前放寒
假。“学校不开门、保姆回乡了、老
人不敢跨省跑……”一些家庭面
对提前到来的假期慌了手脚。

笔者在北京、河北、黑龙江、
辽宁等地采访发现，一些地方的
课外辅导班、“小饭桌”根据疫情
防控要求关闭，给双职工家庭带
来不小压力，学校、社区的支持对
解决看护难题和孩子们的健康成
长更显重要。

○ 依靠老人撑起家
8个摄像头看护“宅家娃”

近日，北京所有小学生进入
假期，不久前顺义某“小饭桌”开
办者一家出现疫情，让人们对“小
饭桌”安全更加担忧。在黑龙江、
辽宁等地，幼儿园、“小饭桌”、辅
导班等一律关停。部分家庭由于
疫情不便将外地老人接来，孩子
只能独自在家。

在河北保定竞秀区居住的吴
女士有 10岁和 4岁半的两个孩
子。“突然放假，孩子们都回家了。
这个时候特别依靠老人，又担心
老人太累。所以我们给孩子报了
很多网课，辅导功课的同时减轻
老人压力。”

河北易县的王安民和妻子都
在北京工作，上小学4年级的孩
子放假后留在当地由老人照看。

“孩子特别宅，每天在家除了写作
业就是玩手机，生活比较单调。我
们希望能早点回去陪他。”他说。

黑龙江哈尔滨的家长杜女士
相信孩子的自理能力：“我和爱人
都要工作，老人都在外地。以前寒
暑假，我把孩子送到托管班，中午
可以管饭。现在托管班不能去了，
孩子也长大了一些，可以在家照
顾自己。我们通过电话、网络等方
式远程照看。”

辽宁沈阳，56岁的田萍是一
名社区工作者。当地疫情出现反
复后，不仅女儿、女婿十分忙碌，
她自己也忙得不可开交。学校放
假后，8岁的外孙独自在家。“虽然
孩子很懂事，我们还是在家里安
装了8个摄像头，可以随时监看
孩子的情况。”她说。

○ 线上家访问冷暖
社区互助能抗压

部分地区中小学寒假比原计
划提前一个月到两周不等。针对
学生居家生活可能出现的困扰，
教育部门在放假前做了不少准
备。在把学生“放归”的同时，要求

老师全员到岗，通过寒假作业、线
上家访等方式及时掌握学生
情况。

寒假作业花样多。邯郸市教
育局义务教育处处长侯朝发说，
随着河北疫情形势突然紧张，邯
郸市中小学比原计划提前近 20
天放假。在加快教学进度的同时，
学校要求教师通过合理安排寒假
作业，对所学内容进行巩固提升。

“教育部门与电视台合作录
制了‘寒假生活’专题节目。”邯郸
市教育局教科所所长苑秀中说，
寒假期间每天播出一期，内容包
括品读经典、年俗文化、家务劳动
等，其中还有 20 分钟的广播操
时间。

线上家访问冷暖。北京市要
求学校通过“在线家访”的方式，
对每位学生居家的情况进行了
解。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赵旭冉介绍，对学生的家访内容
包括询问学生和家人的身心状
况、居家安排和困难困惑等。针对
有家长反映的亲子关系紧张、孩
子自律性差等问题，会进行个别
指导。

邯郸市丛台区和平小学四年
级四班班主任马腾飞说：“对由老
人看护的孩子，我们会特别给予
关注，包括作业答疑等，学生如果

遇到学习问题，可以通过微信群、
钉钉群等直接向各科老师提问。”

社区互助伸援手。哈尔滨市
道外区民强街道文化社区主任助
理穆妍说，社区微信群里有人相
互交流，相互托管孩子。一些家长
上班时将孩子放在社区图书室，
由社区工作人员临时照看。

“老师们专门留了个性化的
假期作业就是让孩子‘减肥’，我
们和邻居孩子相约锻炼。”一位家
长说，在坚持上班的同时照顾孩
子压力不小，邻里间互助交流很
有帮助。

○ 切勿盲目上网课
精细化管理可探索

业内人士认为，在疫情防护
常态化背景下，一方面对家长的
育儿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另一
方面也呼唤提高社会精细化管理
水平，通过适当开放托育机构、搭
建社区互助平台等方式给予家庭
支撑。

“小学三年级以上就可以开
展自主学习，不必盲目报网课，让
假期变成‘学期’。”全国优秀语文
教师、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
发区学校的贺国卿认为，假期是
学生巩固知识、扩大阅读、锻炼身

体的良机，家长可利用居家学习
的契机促进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
的提高。

沈阳某小学教师张晓宁提
出，要避免孩子独自在家出现生
活作息紊乱、安全隐患等问题。她
建议，在提前放假的地区可以实
行弹性工作制，特别是对警察、医
生、社区工作者等疫情期间任务
重的人员要有所安排，这样既能
保证职工正常的工作状态，也可
以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保定市竞秀区妇联主任科员
支如欣建议，在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相关部门可以对家
庭限流开放一些体育活动场所，
以舒缓妇女、儿童的身心压力。此
外，符合一定防疫要求的民办幼
儿园、托管班等机构也可限流
开放。

沈阳市铁西区教工幼儿园教
育集团园长张宇丽等受访人士
建议，充分利用社区家长学校等
搭建互助式的、自发式的“抱团
取暖”平台，从而形成社会合力。
通过招募志愿者等方式，探索建
立同小区多户低龄儿童家庭互
助组织对辖区内的孩子进行
看护。

（新华社 赵琬微 杨思琪 王
莹赵鸿宇）

孩子提前“回笼”，如何缓解家长之“慌”？
——聚焦疫情防控下的寒假生活

据媒体报道，家庭教育法
草案日前已提请全国人大常
委会会议审议。草案提出，未
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
得对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
况等歧视，不得有任何形式的
家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
唆、纵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
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
活动。草案还明确，未成年人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是实
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政
府、学校、社会为家庭教育提
供支持，促进家庭教育。必要
时 ，国 家 对 家 庭 教 育 进 行
干预。

家庭教育不仅仅是家庭
内部事务，也事关公共福祉。
家庭教育较之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具有同样甚至更强的溢

出效应。近年来，包
括 重 庆 、贵 州 、山
西、江西、江苏、浙
江在内的多个省份
出台了各省的家庭
教育促进条例。家

庭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正是
社会文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表现。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家族
自治，俗话所说的“清官难断
家务事”，既道出了家庭事务
的复杂性，也显示出公权力面
对家庭问题时的保守和审慎。
中国古代法律审慎干预家庭
事务，不等于传统家庭就“无
法无天”。恰恰相反，在家训、
家规、家风的加持之下，许多
家族内部发展出丰富多样的
适合乡土和本族的法规。这些
在儒家伦理影响下制定出来
的家训、家规的广泛存在，是
同样基于儒家伦理的公权力
对于家庭私域很少干涉的根
源所在。

问题在于，经过 100 多年
来沧海桑田的巨变，传统乡土
社会和家庭构成已经不同以
往。不仅一些家风、家规、家训
失传，维系和实施家庭教育的
重要载体之一的聚族而居、邻
里守望也逐渐消失。过去大人
打孩子，孩子哭声稍大一些，

族亲邻里就会过来劝架，把孩
子带去自己家回避。现在的家
庭以核心家庭为主，加上小区
居民互不相识的现状，孩子如
果遭到父母殴打，只能祈祷父
母自己良心发现手下留情。但
不断出现的悲剧已经显示，只
靠祈祷，孩子受到有效保护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
宜则有功。”更加扁平化的社
会结构，需要更加扁平化的
法律救助。中国自古以来就
有家国同构的传统，儒家崇
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
于家庭规范的干预，其实阻
力并不那么巨大。对于家庭
教育而言，尽管依然坚持家
庭主体地位，但是加强政府、
学校、社会的作用，尤其是通
过加强立法，加强政府的主
导作用，已经势在必行。国家
通过积极立法、严格执法，加
强对于家庭教育这一关键领
域的干预和引导，重新凝聚
起家国同构的传统，也正是
现代文明的正确彰显。

家庭教育立法是对“家务事”的必要干预
肖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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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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