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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灵魂”式的安全教育多多益善
□ 韩韫超

编辑：胡荧
版式：张璨 校对：杨红章

2023年6月14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 E-mail:kjxbss@126.com 科教新报 师说02

近些年，推进中小学校

体育场地向社会开放成为一

大趋势。以本届亚运会举办

地杭州为例，已有上千所中

小学校体育场地在空闲时段

向社会开放，绝大多数免费，

部分室内场馆低收费。

（6月7日《北京日报》）

下班后去哪健身，让很

多市民颇为头疼。拿跑步来

说，去健身房跑，价格太贵；

在马路上跑，怕不安全……

可另一边，家附近的中小学

放学之后操场空荡荡。对比

之下，期待中小学体育场地

对外开放的呼声一直很高。

学校是体育资源较为集

中的地方，标准跑道、篮球

场、足球场等各类场地设施

相对齐全，理应更充分利用

起来。近年来，教育部和国

家体育总局也联合印发文

件，推进学校体育场地余暇时间对社

区开放。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各地

各学校开放的进度差别很大。

对开放校园体育场地，学校为何

不积极？一大顾虑还是安全。过多社

会人员进入校园，车辆聚集学校周边，

安全如何保证？其次，延长学校的开

放时间，就意味着需要安排更多人手

管理，器材损耗加大，维修更新也会更

频繁，人员、资金从哪里来？再则，一

旦有市民在锻炼过程中出现意外，谁

来担责？

敞开门容易，可要想开得好、开得

久，关键得让学校心里踏实。在这个

问题上，相关部门等都要做好兜底。

实践中，各地也进行了一些尝试，比

如，在严格校园准入制度方面，有地方

政府专门搭建了校园健身数字系统，

支持人脸识别、市民卡、二维码等多种

核验方式。再如，有的学校选择将开

放后的场地承包出去，由第三方运营

管理，向市民收取低于市场价的费用。

说到底，中小学体育场地不是一

开了之，而是要基于好事办好的善治

思维，做好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开放

与安全并行不悖，如何在公益与效益

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还需精细统筹，

不断探索共赢共享的多元优解。

日前，河南郑州交警做了一项测试，

SUV 车型的盲区内竟然能藏下 75 个孩

子。测试中，郑州交警让幼儿园老师坐

进一辆 SUV 警车的驾驶位并戴上眼

罩。随后，交警引导75名幼儿园小朋友

分别站在车辆四周的盲区内。待车辆前

方的孩子蹲在地上后，摘掉眼罩的老师

在环顾车辆周围和观察后视镜后，竟连

一个孩子也没有发现。

（6月8日《工人日报》）

“视觉盲区藏下 75 个孩子”，对此，

很多网友表示“惊着了”“没想到”。实际

上，驾考科目三测试中明确要求，司机上

车前须先绕车一周，检查车辆周围情况

及车辆本身状况，然而很多司机走出驾

校后，渐渐省略了这一步。从这个意义

上看，上述科普测试的教育警示作用不

容小觑。

在信息媒介日益发达的当下，如何

让那些并不新鲜甚至“老掉牙”的安全教

育更有实效，如何令当事人设身处地感

受“没留意”“懒得做”的可怕后果，从而

让“安全时时牢记心中”成为每个人的自

觉，这已成为当下安全宣传教育的重点

和难点。

如今，为增强公众各类安全意识，

很多地方已不仅仅满足于贴贴标语，而

是借助新科技和多元平台的力量，探索

出让人眼前一亮的宣教模式。比如，在

电视新闻节目中、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网

站上播放真实事故案例和现场视频回

放；职能部门联合专业工作者，开展安

全教育模拟测试、对比试验；在公交地

铁里、楼宇内电子屏幕上播放真人实地

演示 AED 的使用步骤、反诈宣传情景

剧等。

当安全常识教育从千篇一律的大路

货，变成“直击灵魂”的精准投喂，甚至让

公众直呼“过瘾”，或许，这才算最大程度

完成了宣教使命，真正在公众心中埋下

安全的种子。

“直击灵魂”式的安全常识教育越来

越受到公众关注和欢迎。有网友表示，

自己曾无意中看到一档科普节目，节目

中关于货车司机驾驶时是否看手机而导

致刹车距离不同的现场模拟测试，让其

“迟迟不愿换台”；有网友回忆起自己被

公交车上播放的反诈情景剧吸引，“下车

时还有点不舍，恨不能多坐几站把剧看

完”；前几天四川资阳警方发布的一则防

拐科普视频中，一位扮演人贩子的特警

在镜头前“恶狠狠”地说“我会带着我的

‘孩子’，当着你的面，把你的孩子骗走”，

有网友表示被吓到，甚至建议“赶紧查

查，不像是演的”……

“不愿换台”“多看几眼”“被吓到”，

这正是安全教育所应追求的现实效果，

与“视觉盲区藏了 75 个孩子”一样有足

够的惊奇感和冲击力。期待各方积极发

挥资源优势，期待给力的宣教和科普多

多益善，让公众能更科学、更从容地避开

相关安全风险，在更加安全的环境中享

受高品质的生活。

近来，“一元小彩票”

风靡无锡等地中小学周

边的小卖部。中奖后有

“现金奖励”或“玩具奖

励”，奖品多是三无产品，

甚至不乏含有低俗、软色

情内容的玩具。不少孩

子越刮越上瘾，早早地形

成投机心理；已经触发多

起未成年人盗窃、聚众斗

殴事件，影响不容小觑。

莫让“一元小彩票”刮坏

孩子身心。

李嘉

今年高考已经结束。

虽然广大考生终于轻松下

来，但一些不法分子正在

为了自己的“业绩”而努

力。近日，公安部刑侦局

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高

考季防骗攻略”，提醒广大

考生及家长认清、严防涉

高考类诈骗。

（6月12日《今晚报》）

伪造虚假查分网站、

伪造录取通知书、声称有

内部指标、冒充名家辅导

志愿填报、谎称可以更改

高考成绩……从警方提示

来看，每年高考季出现的涉考骗局往

往大同小异。然而尽管相关部门年

年提醒，但仍有考生和家长中招。究

其原因，无非是骗子们利用了家长和

考生想尽快知道分数，或在成绩“擦

边儿”的情况下能上一所好大学的焦

急心理。

防范涉高考骗局，还需多方同心

协力。除了必要的反诈预警，教育招

生部门、校方也要加强有关政策宣

传，比如通过班级群及时推送与成绩

查询、志愿填报有关的政策信息、注

意事项以及反诈宣传内容，让考生和

家长及时了解相关政策，避免不良信

息干扰。此外，电信部门也要完善技

术手段，在高考期间加大相关信息监

测力度，及时阻止欺诈信息传播。

高考骗局虽然花样繁多，归根结

底都围绕着一个“钱”字。所以，当有

人主动提供“信息”“机会”时，一旦涉

及钱财，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

惕、加强防范，不要轻易将自己及家

人的信息泄露给他人。

日前，国家反诈中心等部门联合

设计的一份“2023全国高考反诈测试

卷”在网上流传。考场上，考生们已

经奋力答好高考试卷；考场外，家长

们不妨做一做这份“反诈试卷”，试试

您能考多少分？

日前，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 年）》，强

调要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办好家长

学校或网上家庭教育指导平台。提升

社会心理服务能力，加强医疗卫生机构

儿童心理咨询及专科门诊建设。优化

协作机制，指导学校与家庭、精神卫生

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等建立健全协

同机制。

（6月11日 据人民网）

近年来，我国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呈

现“低龄化”的发展趋势，据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2022年对全国24758名中小学

生调查发现，焦虑、抑郁检出率分别达

31.3%、17.9%；其中四年级学生重度抑郁

检出率为 2.8%，较 2020 年上升 0.9 个百

分点，增幅近50%。学生心理健康的话

题引发社会关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支持性和

指导性政策出台。不久前，教育部等17

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

2025年》）。在政策的指导下，多方合力

积极探索推进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不能否定的是，随

着学生成长的环境不断变化，学生的心

理健康问题愈加凸显。

心理问题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绊脚

石，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学校在行

动——有的学校开设心理热线，鼓励学生

遇到问题积极拨打热线寻求帮助；有的学

校配备心理咨询老师，定期为学生提供心

理辅导；有的学校组织心理专家进校园，

通过家长会、座谈会宣讲、现场答疑等方

式科普心理健康的相关知识……

学校发力的同时，部分家长却狭隘

地把心理健康教育归为学校教育，把孩

子的心理健康全盘寄托于老师，忽略了

家庭教育的作用，也忽略了社会协同的

作用。事实上，要培养出一个拥有健全

人格、健康身心的孩子，仅靠学校一方

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学生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息息相

关，良好的亲子关系是预防学生心理问

题的第一道防线，提升家长的家庭教育

水平尤为重要。首先，要为家长开辟多

条学习通道，根据孩子年龄、身心特点

研发对应的家长课程。同时，也要考虑

到家长工作繁忙的现状，相关课程不可

一味枯燥地说教，要故事化、简洁化，方

便家长在碎片时间里进行学习。其次，

要提醒家长关注自身情绪，只有善于调

节自身情绪、时常带着正面情绪的家

长，才能教育出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

孩子。

发现孩子出现心理问题后，学校和

家长需要第一时间带孩子去专业的医

疗卫生机构进行治疗，这就需要精神卫

生医疗机构、妇幼保健机构能提供优质

服务。心理咨询、治疗收费不菲，相关

部门应联合社区成立心理志愿服务队，

为学生提供义务服务，为学生搭建就诊

绿色通道，让专业的心理咨询医生为其

诊断，保证其隐私不被泄露，让学生没

有后顾之忧地进行专业治疗。

心理健康是青少年成才的基础。

提升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水平、促进学生

心理健康成长，需要多方协作、合力出

击。只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

育都绷紧了弦、拉紧了线，青少年才能

一路向阳、健康成长。

科教新报全媒体评论员 肖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