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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明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刊》

征订启事
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

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接班人。《精神文明报·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专刊》自创办以
来，本着高效、实用的原则，集指
导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
一体，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和欢迎，是德育工作者、教师、家
长的好帮手，是孩子健康成长的
好朋友。

《精神文明报·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专刊》2022年共12
期，一年59元/份。有关发行事
宜请与精神文明报社通联发行
部联系。

联系人：罗玉琢
联系电话：（028）80640491

13666137676
通联地址：成都市青羊区敬

业路108号T区2栋8楼
邮 编：61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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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好老师 是孩子一生的财富

一位好老师不仅能用文化
知识充实孩子的头脑，还能用
精神滋养丰富孩子的心灵，更
会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树
立理想信念、磨练意志品格、
养成良好习惯……一位好老师
应该是怎样的？一名好老师需
要具备哪些素质？本期《话题》
分享几位读者的见解、经验和
感受。 （第8版）

中华经典传巴蜀
红色基因代代传

四川各地“童心向党，经典
诵读悟初心”活动如火如荼地
开展，引领着未成年人从红色
经典诵读中学习百年党史，感
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从小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
凝聚起筑梦未来、奋进新时代
的前行力量。 （第2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家庭教育，是“家事”更是“国事”

快乐轮滑 动感校园

别让娱乐圈的名利场误了未成年人
江欣泽

勿让应援侵蚀孩子心灵
孟亚生

新观察

日前，中国首部家庭教育立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
育促进法》（以下简称“家庭教育
促进法”）颁布并将于2022年1月
1日起施行，引发广大家长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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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完
善。此次立法，将家庭教育由传统

“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重要“国
事”，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家庭美
德，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和
全面发展强化法治保障，也切实
为家长赋能。

“5+2=0”

在教育界有这样一个公式：
“5+2=0”，即5天的学校教育很有
成效，可如果2天的家庭教育没
跟上，孩子的教育又会回到原点。
在所有的教育中，家庭教育有自
己独特的作用。然而，“我国家庭
教育的学校化倾向一直以来是教
育生态中的灾难，家庭教育应该
有的独特功能和作用没有得到应
有的发挥。”教育部基础教育教学
指导委员会家庭教育指导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中国家庭教育学会
副会长孙云晓坦言。

“全社会越来越重视教育，与

此同时，大家也在不断思考教育
的目的是什么。”中国政法大学未
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
副主任苑宁宁表示，教育的根本
任务在立德树人。要培养具有健
全人格的合格公民，就必须发挥
家庭教育在孩子品德教育和人格
养成方面的优势。

家庭教育固然重要，可一听
说专门立法，今后要“依法带娃”，
不少家长起初觉得不可思议，甚
至有些不解。在北京一家互联网
公司上班的王女士便是其中之
一，她笑着说，当时没有仔细了
解，只是感觉在传统观念里，带娃
是自家的私事，自己辛辛苦苦挣
钱养娃，怎么会有违法的风险？

等到法律正式通过，有了一
定了解后，王女士承认对立法初
衷的理解有偏差。“对于如何带
娃，法律其实给了大家一些指引，
并非强制性规定，我们仍有很大
的自主权。可一旦由于父母教育
失职致使孩子出现问题，国家就
该出手了。”王女士强调，这是必
要的，为了保护孩子嘛！

家长从“合法”走向“合格”

家庭是第一个课堂，家长是
第一任老师。但并不是所有的家
长都知道该如何教育孩子。近期，
据一项针对部分未成年人家长的

调查显示，80.7%的受访家长平时
在家庭教育中有很多困惑，94.7%
的受访家长期待家庭教育促进法
能帮助自己缓解教育焦虑。

日前，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
的宝华小学家长学校在线上教授
了课程《我是不是不够好——帮
助儿童克服自卑心理》。课上，家
长们在学校发放的《家长学分手
册》上认真做笔记、写感悟，然后
由孩子给他们的学习成果打分。

“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
和亲子关系特点，我们开设了不
同的线上线下课程，有针对性地
为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解惑。”宝
华小学家校共育项目组负责人周
国栋表示，通过课程学习，不少父
母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发生了
转变，更注重孩子的个性发展，更
关注其在成长中的心理问题。

家庭教育促进法提到，婚姻
登记机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
医疗保健机构、社区家长学校等
都应向父母提供家庭教育指导。

“父母可以获得多种渠道、种类和
内容的指导，这是一部真正为父
母赋能的法律。”苑宁宁表示，新
法实施后，越来越多的家长将从

“合法”走向“合格”。
在“双减”背景下出台的家庭

教育促进法自然也肩负起落实
“双减”的重任。新法对合理安排
孩子学习时间、避免加重其学业

负担作出规定。
许多家长对此表示理解支

持，但也有一些家长陷入焦虑，有
的还通过聘私教等方式继续安排
学科培训。“严管校外培训机构，
提升学校教学质量，都有助于推
进‘双减’政策，但从某种意义上
讲，家长才是真正让政策落地的
关键。”苑宁宁说，如果家长自身
不能树立正确的育人观、成才观，
仍以分数论成败，减负的目标就
很难实现。

一项全社会参与的事业

距新法实施还有1个多月。在
保障实施的法律责任部分，规定了
国家干预家庭教育的情形和措施。
有人说，法律责任中缺乏对家长的
强制性惩罚措施，立法价值有限。
对此观点，专家们表示并不认同。

据了解，在一审稿中，确实针
对家长拒不履行家庭教育责任明
确了罚款、拘留等惩罚措施，但在
后续审议过程中，此条被删除。这
么做，就是为了让家庭教育归位
于家庭，避免公权力对家庭的过
度干预。有专家指出，目前提到的
对家长的批评教育、劝诫制止、予
以训诫等措施，与其说是惩罚，不
如说是纠偏，帮助家长更好地开
展家庭教育。

毫无疑问，父母是实施家庭教

育的主体，但会不会变成孤军奋战
呢？首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院
长康丽颖表示，家庭教育促进法的
立法要义之一，就是动员全社会力
量支持家庭、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比如，规定政府可以确定家庭
教育指导机构，对辖区内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站点进行指导；中小学
校、幼儿园应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纳入工作计划，作为教师业务培训
内容；新闻媒体应营造重视家庭教
育的社会氛围等。

搭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体系是此次立法的亮点，
也是落实法律的关键。要搭建好
体系，需要各级政府加大投入，但
由于现有基础不一，各地的进度
和侧重点也会不同。苑宁宁建议，
欠发达地区可以先在线上发力，
搭建起网上家长学校等家庭教育
指导服务网络平台；对发达地区
而言，应进一步丰富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的形式与内容，在服务的
精准供给上多下功夫。

“家庭教育学科建设和专业
人才的培养，需要引起重视和大
力发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
长李浩英认为，通过大学和研究
机构将理论落地并对家长进行具
体指导，家长会得到切实有效的
帮助，实现终身成长。
（《人民日报·海外版》史志鹏）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近
日印发《关于规范演出从业行
为加强市场监管促进首都文
艺舞台健康繁荣有序发展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严
禁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规范演出主体从业行为
方面，《通知》指出，演艺人员
要摒弃“流量至上”思想；演
出经纪机构（工作室）、文艺
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
位等演出举办单位禁止使用
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公序良俗及言行违法失德失
范人员；演出经纪机构（工作
室）和演出经纪人要加强对
签约演艺明星粉丝应援行为
的管理和正面引导，做好对
授权粉丝团、后援会网络账
号的内容监督，对扰乱网络
公共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粉丝
群体，要督促签约演员主动
发声，积极引导；从事未成年
人签约、推广、代理等的演出
经纪机构（工作室）和演出经
纪人，依法保障其接受并完
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权
利，严禁以招募“演艺练习

生”等名义，向未成年人灌输所谓“出
名要趁早”等错误观念，
误导未成年人价值观，侵
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

（据中国新闻网）

未成年人从事演艺工作早
已不是什么新闻。近年来，“养
成系”偶像越来越为人们所熟
知。演艺机构会挑选年龄不大
的未成年人，记录他们从青涩
稚嫩到星光璀璨的成长历程，
并将粉丝为偶像所做的应援、
打投与偶像的成长关联起来，
抓住粉丝参与偶像“养成”的心
理进行情感捆绑，从而增强粉
丝黏性，不断“固粉”。

养成系偶像的“吸金”能力
有目共睹。然而，未成年人三观

尚未形成，没有能力像成年人那
般作出明朗的职业规划。他们往
往会被错误的价值观念误导，如

“出名要趁早”“读书无用论”等，
再加上被娱乐圈的灯红酒绿吸
引，在多重因素作用下，他们会
作出错误的判断。未成年人更需
要的是正确的指引和关怀，在接
受教育、提升素养、形成正确认
知后，再作出职业生涯的选择。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等有关规定，接受

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是未
成年人享有的权利。如果未成年
人过早进入娱乐行业，演艺机构
为了尽可能多地获益，往往会安
排大量训练和演出，挤压艺人的
学习时间。接受教育是成长中不
可或缺的一环，未成年人本应坐
在教室聆听教诲、学习知识，而不
是为了追名逐利四处奔波。

对未成年人“揠苗助长”，在
小小年纪就让其在娱乐圈的名
利场里沉浮，再好的苗子也可能

“长歪”。唯有从幼苗开始细心呵

护、用心培养，让其在一个良好
的环境里健康成长，将来才能有
机会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文艺工
作者。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他们
更需要的是在学校接受教育、
与同龄人交流玩耍、拥有自己
的生长空间，而不是日复一日
曝光在镜头下，被名利所诱惑。
希望更多力量加入进来，通力
合作，一同遏制娱乐圈“低龄
化”的不良势头，共同保护未成
年人的合法权益。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教育、卫生与健
康的重要论述，落实
《“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近日，教育部印
发《生命安全与健康教
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
提出力求做到生命安全
与健康教育进教材、进
课堂、进学生头脑，让教
材为学生健康成长、终
身发展和全民健康素养
的提升奠定坚实基础。

《指南》明确，生命
安全与健康教育内容主
要涉及5个领域、30个
核心要点。在小学阶段，
要求通过基本知识介
绍、具体技能训练和个
人卫生习惯培养，引导
学生了解健康及其影响
因素等。在初中阶段，注
重讲解原理和机制，深
化学生认识，引导学生
学会分析与评估健康影
响因素，学习青春期保
健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提高预防性骚扰与性侵
害的能力等。在高中阶
段，主要强调学生的生
命责任感和意义以及发
现问题和积极解决问题
的能力，引导学生深入
了解烟草、酒精和毒品
危害身体健康的机制，了解我国公
共卫生体系和传染病防治相关主要
法律法规等。 （据《中国教育报》）

日前，北京市文旅局发布
文件，明令不得组织未成年人
参与应援活动，引发网友关注。

曾几何时，未成年人动辄集资
打榜应援明星，为明星投票而购
买、倾倒大量牛奶，在明星出现的

机场、演出的
现场、住宿的
酒店聚集应
援明星的现

象，更是屡见不鲜，甚至出现扰乱
公共秩序、侵害他人权益的情况。

未成年人心智尚未成熟，法
律意识较为淡薄，缺乏足够的判
断力。疯狂的追星行为不仅会荒
废未成年人的学业，还很有可能
将他们推入透支借贷的陷阱。从
近年来公安机关侦破的校园互联
网金融借贷案件来看，很多与应
援等追星行为有关。

抑制应援等追星行为，既要
划明红线、底线，更要持之以恒
筑牢防线。此前，中央网信办下
发通知，提出10项“饭圈”乱象治
理要求，文旅部也发布了不得组
织未成年人参与应援集会等活
动的通知，欲想取得明显的成
效，还必须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地执行有关规定和要求，对问
题集中、履责不力、诱导未成年

人参与应援集会、应援集资的
有关部门、单位、机构和网站平
台，要依法依规严厉处置处罚。
学校、家庭要科学引导未成年
人树立远大理想，端正追星心
态，帮助他们从思想上筑牢理
性消费、文明追星的防线，从而
使未成年人主动远离应援集
会、应援消费，拒绝“出名要趁
早”等错误观念侵蚀。

近年来，贵州省黔西市文峰街道驮煤河小学将轮滑运动作
为特色社团活动引入校园，成立了轮滑训练队，聘请专职教练
指导学生，让学生体验轮滑的魅力，享受运动的快乐。图为 11
月22日，该校学生在课后进行轮滑练习。 周训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