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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15 日是第 5 个全民国
家安全教育日。 教育部在《关于组织开
展 2020 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传
教育活动的通知》中强调，安全教育活
动要“突出公共卫生安全、生物安全等
宣传教育内容， 引导学生将总体国家
安全观贯穿抗疫全过程， 履行应对突
发公共事件的职责义务， 提升维护国
家安全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4 月 16 日 《北京晚报》）
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个国家、地区

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它包括对重
大疾病尤其是传染病的预防、监控和治
疗，对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的监督
管制，以及相关的卫生宣传、健康教育
等一系列内容。 在抗击疫情的特殊时

期，深入开展公共卫生安全教育可谓正
当其时。近几个月的抗疫斗争，使全国人
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公共卫生安全
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进行公共卫生安
全教育相当紧迫。

从学校教育的功能和实践来讲，要
想做好公共卫生安全教育，理应从文明
习惯养成做起。

所谓养成教育，就是培养良好习惯
的教育，包括健康习惯和道德行为习惯。
各级各类学校要研究制定文明公约，引
导学生做文明的使者。 譬如倡导文明就
餐，实行分餐分食，使用公筷公勺，做到
“一菜一筷，一汤一勺”，鼓励学生讲究饮
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 宣传贯彻《野
生动物保护法》，教育学生树立环保理念

和法规意识， 坚决杜绝捕杀和食用野生
动物的陋习。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不在公
共场所喧哗吵闹、随地吐痰，为营造文明
和谐的社会环境作出积极贡献。

和爱国卫生运动相结合，强化人人
参与，把公共卫生安全抓在平时、防在日
常、 落在细处。 今年 4 月份正是我国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全国爱卫办、中央文
明办等联合开展以 “防疫有我， 爱卫同
行”为主题的爱国卫生月活动，这为学校
开展公共卫生安全教育提供了良好的社
会环境。 爱国是核心、卫生是根本、运动
是方式、健康和文明是目标。要积极引导
学生深刻认识爱国卫生运动这一内涵，
树立健康强国理念，强化主人翁意识，将
文明习惯的养成落实到自觉的行动上。

□ 张兴华

开放性题目不应只有“标准答案”
□ 王燕

近日，绥宁县思源实验学校
别出心裁，在初三年级学生就餐
的餐桌上， 装上了隔离挡板，且
每块挡板上都贴有一张粉红色
A4 纸，上面印有化学、语文 、数
学、 英语等科目的中考知识点，
这些知识点的量不大，皆为各科
目的易错考点和经典题型。 据
悉，该校食堂隔离挡板上的中考
知识点将会一周更新一次。

（4 月 15 日 新湖南客户端）
随着回归校园的学生逐渐

增多，对校园防控工作也提出了
新的要求。 疫情之下，加强自我
防护是起码的要求，同学间不能
密切接触，不能聚集就餐。 不少
学校的学生在食堂就餐时采取
了错时、错峰或同时用餐但相互
隔离的食堂防疫新举措。绥宁县思源实验学
校从细节入手，将一张张餐桌分隔为多个部
分。 同时，考虑到冷冰的隔离挡板会让学生
有“食之无味”的感觉，该校对隔离挡板进行
精心设计，给学生以人性化、人文化的关爱
与温度，将“冷冰”变“温情”，把“隔离”变“温
馨”。

防控精于细节。绥宁县思源实验学校通
过创新防疫举措，在抓好正常教学和疫情防
控工作的同时，把学生闲碎的、片断的时间
充分利用起来， 既有效凝聚了学生的注意
力，降低了疫情防控的风险，也增长了学生
的知识，体会到学习时间的紧迫，更增添了
学生求知若渴的信心与勇气。

挡板变“黑板”张贴知识点，并不是要求
学生们一顿饭得记住多少个单词、多少句古
诗，而是用一种柔软的方式防止学生吃饭时
对话和嬉闹，同时也极大地缓解了学生在疫
情防控下的紧张情绪。

近日， 江苏省消费者权
益保护委员会发布报告称 ，
部分直播平台青少年模式与
一般模式无差异，形同虚设。
报告显示， 在 9 个体验样本
中均有青少年模式 ， 打开
App 就会弹出相关提示。 除
了两家平台规定 “每天使用
时长不超过 40 分钟” 外，其
他 7 家平台均可以通过输入
密码， 延长青少年模式下软
件的使用时限。

（4 月 15 日 中新网）
青少年模式是用来保护

青少年的。 按照原本的设计
逻辑，青少年模式一旦上线，
就能 “激活 ”弹窗引导 、限定
时长、限定功能、智能识别等
功能。

可是不少平台的青少年
模式却沦为摆设。 那么，是谁
让青少年模式有其名无其
实， 让青少年享受成年人待
遇？

在有关部门监督下，已有数十家网
络视频平台上线了青少年防沉迷系统。
相关平台曾表示， 将加大技术研发力
度，不断提高对青少年用户的识别精准
度。 而从调查看，所谓的精准识别变成
了模糊识别，乃至不识别，这是青少年
模式中看不中用的重要原因。

本该守土尽责，却放弃责任 ，原因
无需赘言。 平台一开始就把青少年当作
目标用户，让青少年“沉迷”是其初衷。
后来出台防沉迷系统，是受外界压力所
致。 在推行过程中，将大门虚掩，甚至洞
开，丝毫不让人觉得意外。 其实，依照有
关平台现有的技术能力，提高对青少年
用户的识别精准度，绝非难事。 之所以
心口不一，无非“利益”二字。

除此之外，家长有责任扮演好监护
人角色。 一定程度上说，保护孩子不是
平台的首要任务， 它们要生存要发展。
为此，家长对孩子多一些关心，多一些
看管，多一些兴趣引导，比一味炮轰平
台更有意义。

此外需要厘清，不必一见青少年沉
溺短视频平台就大惊失色，进而敌视平
台乃至拒斥新业态。 孩子总会长大，总
会提升辨别能力，也终需不断适应社会
发展。 动辄将他们与网络新生事物“隔
离”，并不明智，甚至是徒劳的，关键是
如何引导。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将近 200 名学生发现，自己未参加教学实践的兼
职项目，名下却出现工资记录。涉事学院通报称，已第一时间介入事情调
查处理，涉及学生的“工资等不实记录”已删除。 徐简

“青
少
年
模
式
”形
同
虚
设
谁
该
挨
板
子

□

王
石
川

挡
板
变
“黑
板
”，隔
离
不
乏
味

□

岳
阳
市
岳
州
中
学

李
细
田

公共卫生教育始于文明习惯养成

“一支铅笔 8（ ）”。 有一道小学
二年级的考题，要求填写合适的人民
币单位。 一名小朋友填上“元”，被老
师判错，因为“标准答案”是“角”。 小
朋友觉得被判错很冤枉，因为妈妈不
久前就给他买过 10 元一支的铅笔。

（4 月 15 日 《人民日报》）
现在一支铅笔多少钱？ 笔者去文

具店和购物网站查找后发现，价格差
别很大，答案有很多种：有几角钱的
普通铅笔，几元钱的自动铅笔，有十
几元钱的彩色铅笔，还有上百元的限
量版铅笔。 可是，在上述考题中，却只
有“标准答案”———“8（角）”。

不可否认， 当前有不少学校、老
师考核学生成绩时不假思索地选用
了 “标准化试题对应标准化答案”的
方式。 曾经有这样一道考题：在朱自
清的散文《匆匆》中，你最喜欢、印象
最深刻的一句是哪一句？ 请写下来。
一名学生填写了：“我的日子滴在时
间的河流里， 没有声音， 也没有影
子。 ”可它却是错误答案。因为标准答
案是：“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

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
考题答案的唯一性，似乎成了教

育的唯一目标。 笔者认为，“标准答
案”剥夺了学生“选择自己最喜欢、印
象最深刻”的权利。 考题中的客观题
确实需要有标准答案，但如果像“一
支铅笔多少钱？ ”“你喜欢文中哪句
话？ ”这样的开放性题目也只有一个
标准答案的话，则会扼杀学生的想象
力和创新思维。

想象力、创新思维在学生身上表
现为敢于对事物产生质疑、提出新见
解和新答案。 老师的任务就是激发学
生的想象力和创新思维，让学生提出
新见解，探索新答案。

笔者认为，考试和考分不是教育
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成为衡量学校办
学质量的唯一标准；开放性命题也不
应该只有“标准答案”，培养、考查学
生的创新思维， 创新意识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远比“满分”更重
要。 学校和老师应摒弃“唯分数论”的
教育方式，让教育回归到应试教育与
素质教育并驾齐驱的轨道上来。

变“抢跑”为“陪跑”
□ 长沙市芙蓉区大同古汉城小学 史高进

笔者发现一年级新入学的学生有一半
在入学前上过培训班或幼小衔接班， 而部
分孩子就读公办幼儿园的孩子， 没有提前
学过小学课程，属于“零基础”。 孩子的学习
应不应该“抢跑”呢？ 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早在 2014 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实施
第二期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的意见 》就
强调，严禁幼儿园提前教授小学教育内容，
要求小学一年级坚持“零起点”教学。 其实，
一年级的教学内容比较简单， 孩子能够很
好地掌握，家长要保持理性，不“抢跑”。

“抢跑”的学生在课堂上反而成了 “陪
读”。 “我全都会了”“我早就学过了”的心理
会让孩子在课上不断插嘴抢答， 或者对老
师提出的问题失去兴趣、 养成学习知识囫
囵吞枣、一知半解的毛病。 部分孩子还会产
生骄傲情绪， 出现其他同学回答错误时嘲
笑他人等不良表现。

平稳地完成幼小衔接， 是每个家长的
期盼。 孩子上一年级后，一下子得接受多门
课程， 而且有些孩子还停留在 “以游戏为
主”的学习状态，无法适应小学较为严格的
课堂纪律管理。 针对现在幼儿园教育与小
学教育缺乏合理衔接的情况， 家长要在孩
子入小学前培养好孩子的习惯， 比如让孩
子能安静地坐下来读书等。 对于学习，则需
要家长更多的陪伴。 语文学习上坚持亲子
共读，数学学习上可通过游戏、活动等指导
孩子在生活中学习数学。

“抢跑”不可取，它只是学习哨声未响
之前的“偷跑”。 用心陪伴孩子的“陪跑”才
是让孩子赢得未来的关键。

师兄，
人数够用了吧！

那人就是
我呀？

凑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