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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行政事务繁忙，但洪俊至今仍担任校内名

师工作室和新教师学习群的负责人，每年都会组织

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比武，开展“小课题”研究、教师读

后感评比、星级教师一月一展示等活动，引领教师不

断学习。语文教师梅莹说：“有一次晚上10点了，洪

老师还打来电话说她想到了一个新点子可以用到我

的教案里。”

搞这样的课改会不会影响教学质量？家长支不

支持？很多教师都曾担心过。但这些年来，学生的

考试分数和学校考评分数两项数值均不降反升。而

且随着“水之德”德育课程和“水之色”校本课程的深

入，学生们不仅养成了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等良好

的行为习惯，还释放了兴趣、展示了特长。学校更从

过往“底子薄、师资弱、口碑平”的普通学校一跃成为

下城区第一批优质学校。

有人说，这叫“走着走着花就开了”。

今年教师节，洪俊获得了省“春蚕奖”称号。而

在学校，学生们也自制了奖状送给自己喜欢的老

师。洪俊拿到了“最佳校园领袖奖”，读着孩子们暖

心的话语，她的脸上满是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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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眼科就迎来就诊小

高峰，大部分是刚上小学的孩子，也有

幼儿园小朋友。“接诊的近视孩子最小

只有5岁，才幼儿园中班就要戴眼镜。”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眼科副主任渠继芳

忧心忡忡。

我国青少年近视的发病年龄从20

年前的13~18岁提前到了9~14岁，发

病低龄化、度数高度化的趋势明显。原

本人们普遍认为是学业负担拖垮了孩

子的视力，可如今都没到学龄期，视力怎

么就不行了？儿科医生们注意到，拖垮

孩子视力的，不止学业负担这么简单。

孩子的晶状体更清澈，抵御蓝光能
力更弱

在渠继芳的门诊，幼儿园近视患儿

不在少数。说起那位5岁小患者，她忍

不住感叹：“每天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

问爸妈要手机。”

如今的手机、电视机画面越来越好

看了，高清晰度、高分辨率的背后，蓝光

有功也有过。国际照明委员会发布的

研究报告显示，蓝光可引起视网膜光化

学损伤，主要集中在视网膜色素内表皮

细胞，并在视网膜上形成弧光和盲点。

“相比成人，孩子的晶状体更为清

澈，抵御蓝光的能力更弱，蓝光往往能

直射眼底。”渠继芳介绍，有数据表明，

在0~2岁，约70%~80%的蓝光会照射

到视网膜；在2~10岁，约 60%到70%

的蓝光会照射到视网膜，是成年人接收

蓝光辐射的3到4倍。如果孩子过早接

触蓝光，不仅容易近视，还有可能引起

眼底病变。

现代社会的屏幕暴露不止这些。

3D、VR（虚拟现实）等技术让视觉体验

升级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加剧了人们尤

其是青少年的用眼负担。“观看3D或

VR影像时，常为剧情所吸引，注意力

高度集中，眨眼频率降低，且佩戴此类

特殊眼镜时，进入眼睛的光线比日常观

影减少许多，用眼会更为吃力。”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眼科副主

任陶晨谈到，儿童由于视觉系统发育尚

未成熟，若经常佩戴3D、VR眼镜，眼睛

更易疲劳，出现视觉问题。

亚洲人群更易近视，需要多一些
“户外暴露”

尽管学业压力不大，不少学龄前儿

童的“用眼额度”似乎也不宽裕。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小儿视

光部医生韦严注意到，近年来，已有三

四岁的孩子来看近视，这在以前不敢想

象。问了病史才发现，这些孩子从小学

画画、弹琴。“练习乐器或绘画往往需要

在短时间内高强度在室内环境中视近

物，如不注意休息，极易用眼过度。”韦

严说。

事实上，近视的发生是遗传因素

与后天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

际上，有观点认为，从人种遗传角度

看，亚洲人可能为近视易发人群；也有

观点认为，亚洲青少年近视的高发，可

能与亚裔孩子室内活动多、室外活动

少有关。

早在几年前，医学界就提出，户外

运动时间太少，是导致青少年近视的重

要原因，并认为增加孩子的户外活动时

间能减少近视发生。对此，陶晨表示，即

使做不到户外运动，哪怕增加“户外暴

露”对孩子双眼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远

距离视野可让眼球得到放松和锻炼”。

“有研究显示，每天两小时户外运

动有助于预防近视，如果学龄期青少年

课余时间有限，也应保证每天45到60

分钟的户外活动，这不仅可以保护视

力，对生长发育也有好处。”渠继芳说。

吃甜食也伤眼睛，建议家长让孩子
远离垃圾食品

临床医生还注意到，现代饮食结构

的变化不仅让“小胖子”增加了，也让

“小四眼”变多了。“大部分人只知道，常

吃甜食易发胖，其实它还会影响眼睛健

康。”陶晨说。

饮食究竟如何影响视力？原来，甜

食中的糖分在人体内代谢时需要大量

维生素B1，如果糖分摄入过多，维生素

B1就会相对不足，而维生素B1是眼睛

不可缺少的营养物质之一，尤其对于发

育期的儿童特别重要。缺乏维生素B1

使视神经功能弱化，导致视力减退。同

时，摄入太多糖分会干扰体内钙的代

谢。一旦缺钙，儿童眼睛的巩膜弹性就

会减退，眼球容易伸长，致使眼轴变长，

进而发展成近视眼。

“我们给家长的建议是，让孩子远

离垃圾食品。”韦严举例说，绿叶蔬菜、

胡萝卜中包含叶黄素，这是一种天然视

觉营养素，为了预防近视，应鼓励孩子

多吃蔬菜，少吃高糖、高脂肪、高胆固醇

的食物，均衡营养。

专家强调，绝不建议让孩子通过药

物、保健品补充视觉营养素。以叶黄素

提取物为例，有研究发现，过量摄入或

增加致癌风险。

“千万不要小看近视，在上海，病理

性近视已成致盲性眼病的第二位原因。”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柯

碧莲说，10岁前养成良好用眼习惯非常

重要，不然近视患病风险会大增。

作者：唐闻佳 李晨琰
《文汇报》2018年9月12日第7版

发病低龄化、度数高度化，防治近视医生这样说——

拖垮孩子视力的不止学业负担
马云回归教育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9月10日教师节当天，阿里巴巴集团创始

人马云发出题为“教师节快乐”的公开信宣布：

一年后阿里巴巴成立20周年之际，即2019年9

月10日，他将不再担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届时

由现任集团CEO张勇接任。马云则将回归他

一直以来最看重的身份——教师。

今年5月，马云以杭州师范大学校友的身

份出席庆祝杭州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大会，

他在演讲中说：“我从来没当过、没学过如何当

CEO，我是用做教师的方法去当CEO。在我看

来，我把在杭师大学习的所有经历，把自己当老

师的经验带到了创业中。因为教师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职业，也是最伟大的职业。”

2014年，马云以个人名义成立马云公益基

金会，乡村教育是基金会关注的重点，陆续推出

针对乡村教师、乡村校长和乡村师范生的项目，

他甚至还将自己微博名称改成了“乡村教师代

言人—马云”。2015年，马云与多位企业家一

起发起成立湖畔大学，马云出任校长。2017

年，马云与阿里合伙人共同创建15年制的云谷

学校，覆盖幼儿园、小学、初高中。

作者：俞 水 贾文艺
《中国教育报》2018年9月11日第3版

浙商大
在新生家门口开家长会

“老师，我的孩子考进了会计专业，那么，进

入学校后分班有什么限制或者有什么要求吗？”

“老师，我想问一下，如果大家都选了一个专业

类别，原计划的两个班不够，会再多开一个班

吗？”日前，浙江工商大学在全国多地开了14场

特殊的家长会，场场火爆。

“我们这个家长会实际上是组织浙商大新

生及家长共同参与的座谈会。把家长会开到家

门口，希望通过互动，让新生提早进入状态，让

家长了解孩子能在这所学校学到什么，相信在

浙商大的四年，学生能成为社会需要的优秀人

才。”浙商大党委书记金一斌表示，一所好的大

学更多是搭建一个好的平台。

浙商大今年已分别在山东济南，以及浙

江宁波、衢州、淳安、瑞安等县市区组织这样

的活动。

作者：严红枫
《光明日报》2018年9月5日第5版

中国科大
少年班创办40年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建校六十周年，也是少年班创办

四十周年。近日，科大公布了该校2019年少

年班面向全国招收第四十三期学生的招生办

法，2003年 1月 1日及以后出生的优秀高二

（含）以下学生可以报考，又一批对科学有巨大

热情和好奇心的孩子即将迈入大学校门。多

年来，科大少年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实

现了“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的

办学目标。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少年班学院共毕业

4140人，其中少年班毕业1589人，教学改革试

点班2110人，创新试点班441人。已毕业校

友中约90%进入国内外教育科研机构继续深

造。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在国内外著名学府、科

研机构脱颖而出，成长为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许多人在IT、金融、制造等行业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就，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陈 牧
中安在线2018年9月12日

王 铎 绘

《中国教育报》2018年9月11日

上好大学校园“金融课”
随着开学季的到来，一些不法分子也盯上了“开学

经济”，试图利用校园贷诱骗学生。对此，教育部日前下

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集中开展校园不良网贷风险警

示教育工作，开设金融安全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树立金

融理财观念和金融安全观念。

从普惠金融的角度来看，贷款上学、毕业还贷本属

正常，大学生通过金融服务支付求学费用，不仅可以解

决因贫失学的问题，而且有助于培养理财意识，还能够

锻炼独立生活能力。中国的助学贷款已经有20多年历

史，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从中受益。但随着行业发展，一

些非正规金融机构尤其是网贷机构大量进入市场，其贷

款用途早已突破求学必需，开展业务过程中的获客、审

贷、放款、催收等环节存在大量的违规操作，出现明显的

违法行为。一些掉进非法校园贷陷阱的大学生，把本应

美好充实的校园时光用于应付债主、东躲西藏，有的甚

至被迫辍学，实在是不应该发生在“象牙塔”内的现象。

大学生虽说在年龄上或已达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的界限，但大多涉世未深，不一定具备甄别金融产品真

伪的能力，再加上一些不良消费风气侵蚀校园，难免会

有非理性的举债消费行为。严格规范校园贷，保证大学

生安心读书，更多需要学校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事

实上，监管部门规范校园贷的行动一直在推进当中，比

如 2017 年 5 月份由银监会、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贷规范管理工作的通知》，一律暂

停网贷机构开展在校大学生网贷业务，明确未经银监会

批准设立的机构不得进入校园提供信贷服务，这项政策

可谓是打中了非法校园贷的七寸。

当然，不法分子不会轻易放弃校园市场这块“肥

肉”，如果不能登堂入室，他们就会选择旁门左道。据媒

体报道，经过一系列整治，校园贷得到了遏制，但部分网

贷平台换上马甲，将小额现金贷款业务包装成回租贷、

培训贷、创业贷等名目，通过社交软件等渠道，继续坑害

大学生，一些大学生上当受骗，身心和财产受到了侵

害。由此可见，非法校园贷花样翻新，要想保卫校园净

土，除了加大监管措施的力度之外，还要保持政策的长

期持久，并且根据情况变化实时更新。当前正值开学

季，大批学生走入校园，尤其有必要亮明政策，加强对学

生的保护。

另一方面，部分大学生缺乏正确的消费观，未能处

理好学业与消费的关系，也是导致自身陷入校园贷不能

自拔的原因。调研发现，近两年因为校园贷引发的恶性

事件，没有一例是因为缴不起学费、生活费导致的，更多

是因为盲目超前消费等。对此，应该加强对大学生群体

的理财教育和消费引导。按照教育部此次的通知要求，

高校应开设金融安全相关课程，引导学生树立金融理财

观念和金融安全观念；增强学生对网贷风险的理解和认

识，提高对不良网贷的甄别抵制能力；对超前消费、过度

消费和从众消费等问题，要及时发现和引导，培养勤俭

节约意识，等等。从家长的角度，也应及早入手进行教

育，并以身作则，教育孩子不攀比、不虚荣，为他们上好

人生的消费课。

甄别和防范非法校园贷需要群策群力，监管部门要

睁大眼睛，学校方面要提高警惕，大学生要改变消费观

念。唯其如此，才能让非法金融活动远离校园，为大学

校园营造一个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

作者：贾 壮
《人民日报》2018年9月12日

9月9日，由交汇点新闻客户端首发的一篇题

为《教师节前夕，娄勤俭邀优秀教师代表座谈听教

育改革意见建议》的文章，其中一张江苏省委书记

娄勤俭等领导与全省优秀教师代表的合影在朋友

圈刷屏了：领导与教师合影让出“C位”！

这张合照共有两排，第一排是10名来自江苏

省内高校、职业学校、中小学校、幼儿园以及特殊

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而几位领导则通通站在了

教师代表的后排。对此，有网友表示，乍一看还以

为就是一张普通的教师合影，后来才发现后排原

来有省委书记。

新闻还交代了这样一个背景：在座谈会开始

前，10位教师代表都拿到了早已印好的站位表，纸

上已经把每个人要站的位置标明了。座谈会结束

到户外拍合影，大家按照安排好的位置站位。出

乎意料的是，娄书记见状，马上表示不能这样站，

要让老师们站第一排。娄书记又喊来当时在场的

省委办公厅领导和省教育厅厅长一起合影，这才

有了刷屏朋友圈的合照。

那么，原来的安排省委书记站 C 位是不是

合理？有人立即批评说，这反映了具体安排工

作的同志头脑中有官本位的思想。须知，在会

议、照相甚至就餐时安排座次，是办公厅工作人

员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其需要遵循一系列的

规则，并不能完全以官本位解释，而是有现实的

需要。例如那些出于礼仪的需要，或者在一些

非常重要的会议中，按照一定的原则排座次是

必要的、正确的。

问题是，这个排座次的原则并不能普遍适用，

如果过度滥用，什么时候都按照官位排序，就可能

真的是官本位意识了。具体办事的同志可能忽视

了两个问题：一是，在教师节活动中，教师才是第

一位的主角；二是，领导是向教师祝贺节日的，只

能是表达敬意的人。所以，娄书记亲自确定的这

个照相安排，确实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

领导和教师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这就是邓

小平经常说的，他要当知识分子的“后勤部长”，为

科技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服务，要注意解决好知

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

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既然领导是教

师的“后勤部长”，照相时不站在C位而在后排，岂

不是很符合身份？

作者：殷国安
《中国青年报》2018年9月11日

“合影往后站”是尊师重教的重要一步

“开学季”莫成了“烧钱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