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防控需贯穿到日常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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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近视需要多一些“户外作业”
□ 乔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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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

今年秋季学期处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

特殊时期，科学谋划、部署安排秋季开学

和秋冬疫情防控工作，是全国教育系统

最重要的任务，并要求确保安全开学、正

常开学、全面开学。

（8月28日《新京报》）

“安全”“全面”“正常”是教育部部署

此次特殊时期开学的几个关键词。全面

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序，意味着各级各

类学校要把疫情防控纳入日常教育教学

管理中，而不能因疫情防控影响开学，以

及开学后的正常教育教学安排。

这一要求是有针对性的。过去几个

月，疫情对各地学校教学造成了巨大的

冲击，停学停课是根据当时的疫情形势

采取的必要举措。而现在，我国疫情已

基本得到控制，社会生产生活已逐步恢

复疫前秩序，而全面复课也是恢复社会

秩序的一部分，可以说，学校全面恢复教

学，条件已完全具备。

但当前还有些地方，以从严防控为

名，不让幼儿园以及线下教育培训机构

开学，这并非真的“从严”，而是推责。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之后，要紧绷疫情防控

的弦，这没有错，但恢复正常教育教学秩

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以及社会发展非

常重要。长期居家学习，对孩子成长并

不利。需要照顾在家的孩子，也让一些

双职工家庭头疼。部分高校也存在准备

让部分年级开学后不到校学习的想法。

但在线教育不能替代校园学习生活，尤

其影响需要实验的课程教学质量。

另外，线下教育培训机构一直关门，

已导致部分机构破产倒闭，一些员工失

业。学校教育的全面恢复正常，是社会

经济发展恢复正常的重要方面。

而开学后如何做到疫情防控与正常

教育教学的平衡，对学校的管理、教学也

是挑战。一些地方要求开学后中小学生

都必须戴口罩，幼儿园、高校实行封闭式

管理，这些措施也有值得商榷之处，需科

学论证。

对于封闭式管理，幼儿园由于人少，

问题不大，只需对教职工加强管理即可；

但高校则师生员工众多，如何实行封闭

管理？封闭管理会否影响正常的教育教

学？

教育部8月27日也对部分高校一刀

切“封闭管理”回应称，新版《秋冬季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技术方案（更新版）》有两

个主要内容：一是严格做好校门管控，二

是学生非必要不外出。“这既不是封闭式

管理，也不是不准出来。同时，高校教职

工要与学生同等管理，一视同仁。此外，

对于‘十一’假期学生能否外出离校，需

要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反对一刀切。”

其实，更有效的管理方式是将学校

纳入社区管理，社区实行怎样的管理方

式，学校就进行怎样的管理方式。否则，

学生在校园外不戴口罩，进校园戴口罩，

教师可进出校园，而学生实行封闭式管

理，这就会让疫情防控陷入形式主义。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校为应对

防控检查，主要是要求教师和学生在上

级部门来检查时注意配合，而非一直坚

持某些防控措施，因为坚持这些措施，确

实会干扰正常的教育教学。

因此，开学后疫情防控，不在于形

式，更重要的在于提高教师、学生的卫

生安全意识。各级各类学校要结合疫

情防控，加强对学生的生命教育、生活

教育、生存教育，把疫情防控融入到正

常的教育教学中，成为全面育人内容

之一。

8月27日，袁隆平90岁生日，众

多网友送上生日祝福。甚至有媒体

追踪报道了生日前一天，他如何穿

上新衣服，到常去的理发店理发，第

一口生日蛋糕又喂给了谁……这样

的生活琐事也能被津津乐道，显然

袁隆平对社会的意义已不仅限于杂

交水稻育种专家或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而是名副其实的全民偶像。

（8月28日《浙江日报》）

“追星当追科学家”，近年来有

不少科学家成了新晋“爱豆”。不论

是被网友们称为“国士无双”的钟南

山，还是研发“中国芯”的黄令仪女

士，都有着较高的国民度。但与歌手、演员等

职业相比，现象级科学家还是相对少数，这是

科学本身的高门槛决定的。作为学科，科学

是深奥且专业的，才需要有人专门向社会公

众进行科普。尤其是袁隆平所从事的农业领

域，许多年轻人还对农业存有刻板成见，认为

又苦又累赚钱还少，对当代农业的发展和农

业科技进步更是一无所知。当袁隆平这样的

科学家能跨越这条鸿沟，使年过耄耋仍扎根

农田、不辞辛苦的农业科学家形象深入人心，

并成为全民追捧的偶像，于社会而言无疑是

一件好事。

有人说，袁隆平是新时代树立中国农耕

文化自信的一面旗帜。事实上，透过袁隆平

这面镜子，我们能看到中国农业早已告别“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正在现代化大道上飞

速奔跑。今天我们关注袁隆平，关注他90岁

生日，并非是普通的追星，而在于他是一位站

在超级杂交稻研究世界前沿，筚路蓝缕、潜心

科研的科学家，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国农

业发展的潜力和动力。

就目前而言，这样的偶像不是太多而是太

少。只有当这样的科学家得到越来越多的社

会关注和尊重，我们的创新强国、人才强国才

大有希望。当太多年轻人把人生理想定为富

豪、网红时，社会需要袁隆平这样的全民偶像

引领思潮，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志趣，为“禾下乘

凉梦”和“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样朴素而远

大的理想而奋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每

个人都应祝福袁隆平：生日快乐！

近期，贵州山区小学的

摇滚演唱会刷屏，网络上观

看的人数达142万。可能很

多人都跟笔者一样，是在泪

眼中看完的。刚看到一篇

让家长焦虑的文章说，城市

中产阶级孩子兴趣班鄙视

链中，马术排第一，钢琴只

能排最后，在这条新闻的映

衬下，这场为11个山村女孩

办的演唱会尤其珍贵。

（8月26日《光明日报》）

贵州六盘水海嘎小学，

曾经差点因没有老师而关

闭。然而，顾亚老师改变了

这一切。2018年，顾老师带

领喜欢音乐的孩子成立了

两支摇滚乐队，他在网上发

布的一条乐队排练视频，引

爆外界对这里的关注。在

多方努力下，如今学校有了200多件乐

器，建成了六年制的完整小学。11 个

女孩用一场属于自己的直播演唱会，

为这个非凡的暑假画上句号。

感谢那些善良的人，当这些热爱

艺术的孩子对着镜头说出自己的梦

想，人们都在给她们点赞。教音乐的

不是体育老师了，山里的孩子敢大声

喊出“想当音乐家”了，一群人接力“众

筹”帮着孩子们实现自己的梦想，为她

们点灯而不是灭灯，这就是进步，是比

“多少人脱贫”“多少山里娃考上名校”

更让人感到欣慰的进步。

每当谈起山村学校，人们谈起的

都是升学率，强调山里的孩子必然要

多奋斗很多年，多付出很多，才能和城

里的孩子坐在一起喝咖啡。换句话

说，他们必须比城里的孩子像“学习机

器”，才有未来。用这种价值标尺来评

判时，很少有人去问他们的艺术爱好，

问他们的梦想。于是，他们对音乐、绘

画、摄影、体育的爱好，就完全被埋没

了。一个山村女孩仰望多少次，才能

看到音乐的天空？那篇谈中产阶级孩

子兴趣班鄙视链的文章中，即使是排

在末尾的钢琴，对她们可能也是奢侈

品。

兴趣不仅是最好的老师，也是让

人自信的源泉。从“海嘎少年的夏天”

演唱会她们的笑容和歌声中，我们能

看到属于她们这个年龄应有的自信。

对城市孩子来说，音乐也许只是无数

兴趣班中的一个，但对海嘎爱音乐的

山村孩子来说，却是点燃她们梦想、带

领她们走出大山的一束光。

近日，一名3岁“小网红”受到媒体和网友的密集关注。据媒体报道，在

某视频网站上，有账号日常更新着女孩的“大吃大喝”。镜头下，汉堡、炸鸡、

可乐、泡面、烤肉、烤串等食品轮番上阵，女孩“暴风”吸入，其父母还以“养

猪”自诩。在网友的声讨下，有关视频平台已对账号进行了封号处理。医学

专家对此表示，女童肥胖易引起性早熟、骨龄提前等疾病。而拿孩子“海吃”

当卖点，对儿童心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让人忧虑。

王铎 绘

“我们对9个省（区、市）小学、初中、

高中学生在疫情期间视力变化情况做

了调研，调研结果还是很不乐观的。”8

月27日，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体育卫生与艺术

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表示，大规模线上教

学客观上增加了青少年观看电子屏幕

的时间，9省份的调研显示，与2019年年

底的普测相比，中小学生半年近视率增

加了11.7%，其中，小学生增加最多。

（8月28日《北京青年报》）

这些年来，围绕中小学生近视问

题，社会更多地把目光放在教育减负，

尤其是校内减负上。这当然是一个重

要方面，但不是唯一方面。且不说现在

不少地方小学生的校内作业量已经出

现了明显下降，就拿疫情期间来说，也

很难讲学生的作业负担更重了。事实

上，相对于正常的上课，很多学生，尤其

是小学生的学习时间以及作业量其实

大大减少了。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观察

未成年人近视问题带来了新视角。

防止青少年近视，学校很重要，但

也不要忽视家庭的重要性。疫情期

间，孩子基本都待在家里，除了缺少必

要的户外活动外，还有过度使用电子

设备的问题。客观地讲，教育部门推

出的线上教学，已经注意到了未成年

人的身心特点，但有些父母本身就游

戏成瘾，整天手机不离手；也有的父母

忙于工作，无心照顾孩子，习惯于以游

戏打发孩子。这次教育部的调研，了

解了学生的近视和上网课时间、平时

玩电子游戏时间或者非学习目的使用

电子屏幕的时间，以及户外体育锻炼、

照明环境和书桌高度等因素对近视率

的影响。这些其实都与家庭有关。

防治近视，最重要的是让孩子走

出去，与大自然多接触。近日，湖南长

沙一位父亲因“要求儿子每天户外活

动两小时”引发网友关注。据称，这位

父亲要求上小学三年级的儿子，每天

必须在户外活动两个小时，如果完成

不了这个“任务”，甚至不能写作业。

这个孩子已经掌握了皮划艇、滑雪、野

外生存等各项技能。每天是不是一定

要玩够两小时，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么

多东西？没有必要“依样画葫芦”。重

要的是，防近视需要多一些“户外作

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真正让孩子

走出去，从作业和电子设备中走出来。

□ 熊丙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