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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招聘”的便利和挑战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下发《关于全
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推进落实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重要文
件。

（见本报 03 版）
“劳动最光荣”曾经是几代中国人的

共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的改善，
劳动却受到忽视，甚至鄙视。 有的孩子自
己的事情让家长做，有的孩子在学校花钱
雇人做值日，有的孩子不以不劳动为耻反
以为荣， 这些对孩子的成长危害极大，对
社会的发展破坏极大。《意见》中特别提到
家庭教育在实施劳动教育中的重要意义
和特殊价值。家庭是落实劳动教育的重要
场所，应该给予高度重视。

劳动教育应该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
内容。 大量的研究表明，家长重智轻德、
重成绩轻素质的现象还比较普遍。 要想
改变这种现状，除了提高家长的认识，更
重要的是要丰富家庭教育的内容。 劳动
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好教材”。 教孩子做
事情的过程就是劳动教育， 小点的孩子
学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大点的孩子
学习做“力所能及的家务”。 家长与孩子
一起劳动可以增进亲子关系， 形成良好
的亲子沟通模式。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最大的不同就是融入生活的 “润物细无
声”教育。

劳动教育应该成为家庭德育的最
好途径。 孩子在劳动中可以学习独立和
自信， 可以学会尊重劳动和尊重他人，

可以形成服务精神和助人品格，可以提
高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 一个爱劳动、
会劳动的人， 生活态度往往是积极的、
乐观的。

当然， 不是让孩子参加劳动就是劳
动教育， 家长在进行劳动教育时要注意
以下事宜：第一，要重视劳动过程，而不
是劳动结果。 让孩子参加劳动的目的是，
通过劳动促进孩子发展。 第二，家长要重
视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 “培养什么人”
是教育的根本问题， 家长要善于挖掘劳
动教育的内涵， 引导孩子体会到劳动是
要付出辛苦的，不劳而获是不光彩的。 第
三，要树立爱劳动的好家风，为劳动教育
创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家庭中深厚的劳
动氛围本身就是无声的劳动教育。 第四，

要与时俱进，创新劳动教育。 随着社会的
发展，劳动的内容与方式也会发生变化，
劳动教育必须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
不断体现时代精神。 第五，各方面都要为
家庭劳动教育提供支持。 政府要出台政
策，支持家庭开展劳动教育，学校要为家
长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 社会要搭建平
台， 为家庭开展劳动教育提供更多的条
件与便利。 要在全社会形成劳动最光荣
的浓郁氛围，让劳动模范走到孩子身边，
要完善志愿者服务机制， 为孩子提供志
愿服务和参加社会劳动创造条件。

五育并举、 重视劳动教育是新时代
教育的重要特点。 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意见》，家庭教育应该以此为突破口，为
孩子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劳动教育是新时代的家庭教育观
□ 丛中笑

3 月 28 日，清明祭扫迎来首个高峰
日。受疫情影响，各墓地都实行了预约扫
墓的措施，实现了对祭扫人员的分流。

（3 月 30 日 《钱江晚报》）
今年清明节， 遇上了特殊的疫情防

控时期， 祭扫并不适合如往年一样扎堆
而上。从疫情防控形势来看，目前国内疫
情防控局势仍处于 “坚持严防严控丝毫
不可松懈”阶段，“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仍是一场持久战。 因此，清明祭扫，我们
除了在坚持已有的文明祭扫新风俗外，
更要增添健康祭扫的自觉。

比如有的疫情防控相对紧张地区，
可以参与“网上祭扫通道”，足不出户，也
能祭扫。有的疫情形势已经缓解的地区，
可间隔奔赴墓地祭扫； 一些公墓管理方
也可以实施预约扫墓的措施，限流限行。
祭扫不盲目扎堆，每个人的健康更有保障。

疫情当前， 健康祭扫是对逝者更加庄严的哀
悼。 这个清明节在家寄托哀思，在道德上并不比任
何人低一等。选择预约扫墓、错峰扫墓，不跟随大家
盲目扎堆，也同样是对祖先们的一种尊敬。毕竟，我
国本土新增病例多地多日虽已清零，但境外输入病
例仍不断增加。

再过几天就要到祭扫高峰了，我们呼唤健康祭
扫，希望这种祭扫新风俗能为大家所接受。 这既是
对所有人的健康负责，也是用实际行动来支持那些
在防疫抗疫一线奋战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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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学习对个人的自
制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自
制力不够强，学习的时候就
容易分神、拖延。 目前，中国
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
合问卷网， 对 2002 名受访
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
有 31.7%的受访者觉得自己
自制力好，92.0%的受访者
觉得需要提高自制力。
（3 月 20 日 《北京青年报》）

缺乏自制力似乎不算
什么大事，但日积月累会改
变人们的工作与生活。 一般
来说 ，缺乏自制力 ，做事容
易信马由缰，会开小差或做

跟学习无关的事情，导致时间浪费，效率
低下，容易引起家人、老师的不满，影响
学业与前途， 为了挽回影响又多花费更
多的时间完成任务，高投入低产出，并产
生懊悔、自怨自艾等负面情绪，由此陷入
一种恶性循环。

长远来看，缺乏自制力，专注和深入
的程度会逐步下降。比如阅读方面，喜欢
看浅显、有直接视觉效果的书籍，久而久
之，将减弱深入阅读、深入思考、科学思
辨的能力；比如有时还做出冲动、不守规
矩的举动，这种影响则更隐秘而久远。

自制力是一种优良品质。 提高自制
力，于个人，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和质量，
积极改变自我评价与精神面貌， 有益于
身心健康，有利于达到学习、工作目标，
乃至“梦想成真”；于社会，倡导“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的刻苦钻研精神，匠心筑
梦，才能培养出更多揽月潜洋、勇于挑战
的科研人才以及兢兢业业、 精益求精的
大国工匠。

当下，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通讯工
具、娱乐方式的迅猛发展，疫情期间的居
家隔离条件， 都使得外部的干扰越来越
多， 但我们不能被工具、 外在因素所绑
架。莫让自制力成为信息时代的稀缺品。

首先要树立清晰的工作目标和学习
规划，培养良好的日常生活习惯，克服拖
延、焦躁、得过且过等弱点，学习时间管
理技巧，合理分配任务，大力培养专注的
品质。

其次要强化专注力训练。 学习提高
效率的方法，细化目标步骤，严格时间安
排，必要时屏蔽可能干扰自己的因素，自
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惰性， 还可以强制自
己远离干扰。

10 岁儿子上网课却玩起了手机游
戏，微信支付花掉 28000 元！ 11 岁男孩
用姥姥手机上课，半个月充值近 10 万元
打赏游戏主播……在抗击疫情期间，全
国很多学校都采用网络直播的方式力保
停课不停学。然而，多地出现孩子在上网
课期间，拿着父母的手机，或对游戏进行
巨额充值，或对网络直播中的主播打赏。
疫情期间群众收入受到很大影响， 一些
“熊孩子”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3 月 27 日 《半月谈》）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

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其消
费行为不应被网络平台接受， 应进行退
款。但本着“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如家
长无法提供该笔消费确实为未成年孩子
所为，自己的权益则很难得到保证。

这样的事多发生在家里， 家长肯定
是第一责任人。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
问题，需要家长、学校老师、游戏或直播

软件运营方以及支付平台形成合力，保
证孩子们在网课学习期间的身心健康，
避免网课期间“熊孩子”的不当消费。

老师要增加网课趣味性， 增加互动
环节，增强孩子对教学内容的关注度。同
时，应增加网络消费警示教育内容，以提
高孩子和家长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正是因为一些“熊孩子”对父母含辛
茹苦赚来的钱没有概念，才会随意充值、
打赏如流水。 家长要在生活中帮助孩子
树立正确的金钱观、价值观。对孩子一时
的宠溺或放任，有时可能会酿成大祸。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家长尽量和
孩子一起上网课， 这也是一种高质量的
陪伴。 同时家长还要对孩子严守支付密
码， 并及时查看自己银行账户的变动信
息。

游戏、直播软件运营方等网络平台，
在进行相关软件注册时，确保实名认证，
适当限制未成年人。 遇到频繁大额充值

情况，应会同支付平台采用人脸识别+输
入密码的双重验证方式， 减少未成年人
操作风险。

防控疫情期间只能居家学习， 孩子
接触手机、电脑的时间和机会更多了。无
论是家长、老师，还是网络平台，应该更
加严管、严控，确保孩子在疫情期间得到
更多健康、向上的教育。

各网贷平台应切实负起责任， 严格
落实贷款年龄限制规定， 严管网贷广告
泛滥现象， 避免心智不成熟的未成年人
被诱惑贷款，对落实不力者应追究责任。
此外， 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提前消费行
为， 培养孩子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
惯。

今年春招，面试官变身“网红”，吸引大学生投递简历；大
学生在线“试镜”，求职心仪企业。 火爆的“云招聘”在为双方
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一边是学生海投简历少有
回应，一边是一些企业仍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才。 “云招聘”对
于形式和内容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但目前的招聘者和求职者
做的还是以前的事。 简而言之，传统的招聘思维与新的招聘
形式发生了冲突。 东原

居家学习，别让“熊孩子”脱管！
□ 孙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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