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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防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李 平

家访主要包括走访家庭、电话家访、预约家长

来校、视频家访等形式，但就目前来看，走访家庭

变得越来越稀缺。迫于当下形势，家访入考核，有

其必要性。

但考核在形成约束的同时，往往也容易“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在执行中变形走样。其实，从教

师的视角来说，他们之所以反感考核的“紧箍咒”，

也是情非得已。

一是教师负担重。中小学教师尤其是班主任

每天应付千头万绪的工作已身心疲惫，家访“说起

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成了被长期搁

置的备选项。加上学生家庭住址分散，要每家每

户走个遍，工作量大得惊人。因此，家访不能仅仅

是班主任的“分内事”，也应是包括校长在内的所

有教师的“分内事”，学校可以合理利用时间和资

源，灵活机动地组织教师进行入户家访。

二是如何更好地对教师进行考核，考验学校管

理智慧。每个班级的学生情况不一样，对应的家庭

情况也是千差万别。同样是家访，城里的教师和乡

村教师面临的问题不尽相同，比如城市家庭更注重

私密空间不被打扰，不少家长“拒人于千里之外”；

农村留守儿童比例高，隔代教养导致沟通难。当上

门家访成了考评的硬性指标，屡屡“扑空”后，难免

有教师杜撰家访记录，交差了事，落得个变相逼着

教师造假。因此，学校在考评细则的制定上切不可

“一刀切”，要将实际情况和教师的难处考虑进去，

保证考核的合理性、公正性，并尽可能为教师做好

各项保障工作，让家访真正落到实处。

三是教师对上门家访心存顾虑。在现今教育

领域，学校、家庭之间存在信任危机，尤其是屡见

不鲜的有关家校矛盾的事件，让教师每次上门家

访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有鉴于此，教师自身要端

正态度，一方面加强沟通，获得家长支持；另一方

面要严格遵守规定，不因家访给家长增添额外负

担，并与家长“约法三章”，做到廉洁从教。同时，

学校要定期举办“家长课堂”，相关部门要加大学

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平台的建设力度，统筹学

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协调发展，更好地发

挥教育合力。

家访纳入教师考核，折射了什么？

近日，“学校门口卖的圆珠笔暗藏真刀”话题冲上热搜。
随着事件持续发酵，部分媒体跟踪报道时了解到，除了圆珠笔
刀，还有不少其他面向中小学生销售的文具存在安全隐患，如
带毒性的香味荧光笔、高强度的镭射激光灯等。这些更容易
吸引孩子购买的“危险文具”，显然不符合我国学生用品的安
全通用要求。让“危险文具”远离未成年人，离不开生产厂家、
商家、学校及家长多方合力，相关部门也应加强监管，达到多
方“共御”的目的。 （王 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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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准备、多练摊，勤思考、善调整，才能

真正锻造出市场化的“创业能力”。

校园“微创业”是双创实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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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你考上了清华，他考上了北

大，我烤上了地瓜。”和朋友在校

园卖烤红薯的视频在网络走红

后，南京一高校大三男生小王这

样调侃自己。小王说，烤红薯摊

是他和3个同学合伙开的，第一

天卖了10公斤红薯，每人分了二

三十元。

小本创业、当日分红，摆摊接

客、勤劳经商，这样的创业创意，

既要“抹得开面子”，还要“迈得开

步子”……在校园卖烤红薯，确实

值得狠狠点赞：一方面，它以微小

成本让学生体验到创业的酸甜苦

辣；另一方面，也彰显了学校对学

生“微创业”的呵护。

找工作不容易，创业更非易

事。创业，从来不是仅凭一腔热

血就能成功的。从“纸上谈兵”到

“实战演练”，绝非想象中的“顺风

局”。先在校园里练练手，或者在

周边市场试试水，有了一定的经

验及教训，等到毕业的时候再扎

进创新创业的洪流，起码不会全

是“软肋”。

在就业形势不太乐观、创新

创业激励政策层出不穷的当下，

与其给大学生忠告或提醒，不如

让他们自己亲身去市场里感受冷

暖高低。

据教育部统计，2023届全国

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

1158万人，同比增加82万人。此

前召开的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

议强调，各地各高校要千方百计

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推进落

实中小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

优惠政策，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

就业。“稳就业”，显然是位居“六

稳”“六保”之首的国之大事、民生

大事。

2022年，支持大学生创业的

政策如雨后春笋。比如为切实解

决大学生创新创业面临的融资

难、经验少、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进一步提升大学生创新创业能

力，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

专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支持大

学生创新创业的实施意见》。在

此之前，不少城市也拿出真金白

银来支持大学生去创业领域搏击

风浪。

政策频频出台，给予在创新

创业路上的年轻人更多帮助、更

多力量，但如何在“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之外指

导学生进行更“下沉”的创业实

践，是高校面临的现实课题。不

吃校园创业的苦，哪里知道社会

创业的难。创业，不是有钱有技

术、有心有激情就能顺风顺水。

有两个数据，很值得玩味：一是中

国传媒大学创新创业教育中心联

合风投机构500 Global共同编

制的《2021 中国大学生创业报

告》中显示，96.1%的大学生都曾

有过创业的想法和意愿；二是此

前曾有调研表明，即便是在长三

角地区，大学生创业成功率也只

有5%左右。

想创业没错，支持创业更难

能可贵，但就像运动员参赛前总

要经历漫长的“训练期”一样，蓬

勃有序的校园“微创业”，才是大

学生双创的实验田。早准备、多

练摊，勤思考、善调整，才能真正

锻造出市场化的“创业能力”。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烤红

薯生意也不是轻轻松松就能成

功：项目研讨、硬件设施、仓储物

流、营销计划、合伙分工、市场调

研、分润机制、食品安全……一个

都不能少，一环都不能缺。校园

市场虽然更为纯粹，但买卖交易

相关规则不会缺位。简言之，能

把烤红薯的生意做好，本来就不

是一件轻松的事。除了校园里的

红薯摊儿，放眼望去，宿舍里的美

甲店、操场上的跳蚤市场……这

些自由生长的“微创业”，都是值

得保护和肯定的。

校园“微创业”是双创实验田，

多些引导与支持，多些规范与帮

扶，这些练摊儿的大学生，未来才

有望成长为创新创业的中坚力量。

●作业的布置和批改，应该是灵动的、有创

造性的、能唤醒学生灵性的。

答好“作业”这道题
是教师一项重要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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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近日发

布《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10门学

科作业设计与实施指导意见》，提

出作业批改要及时、规范。比如

小学科学，要求课堂上的书面作

业能当天完成批阅。坚持“凡布

置必批改”原则，作业必须由教师

批改，不得要求家长或学生批

改。书面作业一般要求对每道题

目进行批改，不能只写“阅”，更不

能一次作业只打一个“√”了事。

“双减”旨在为学生和家长减

负，减的是什么？学校作业负担

和课外培训负担。那么，教师给

学生布置多少作业、布置什么样

的作业，以及如何批改作业，成为

“双减”能否顺利推行的重要课

题。省教研室发文规范指导作业

设计，既是针对以往作业设计中

的“思路不清晰甚至混乱”“负担

转嫁给家长”等问题，也旨在让作

业回归素质教育主体内容，在作

业设计中融入全新教育理念，从

而深入推进“双减”。

教师给学生布置作业，是一

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学生可以

通过作业查漏补缺，另一方面教

师可以及时得到教学反馈，从而

适当调整教学内容与进度。它不

仅仅是简单的“我布置，你答题”，

其实也是在考察教师自己的教学

水平和教育理念。正如意见中要

求的那样，小学数学教师布置的

小练习，自己要先完整做一遍，如

果自己都觉得“超难”或有问题，

那就不适合小学生。

“凡布置必批改”，不能只写

“阅”或打“√”了事，这也意在督

促教师换位思考，布置作业要走

心，将为学生减负和为教师减负

统筹考量，避免少数教师“乱、滥、

随性”布置作业。而鼓励教师画

笑脸、写评语，就是希望教师把每

一次批改作业当成“与学生的心

灵碰撞之旅”，从中找到学生身上

的闪光点，或发现学生有待改善

之处，在师生纸笔互动中实现“双

方每一次都有成长”。

之前频频有家长反映，教师

布置作业，习惯让家长批改，这是

在转嫁工作，暗含将布置作业、批

改作业当成一种负担的意味，但

与此同时，教师失去了观察学生

成长的第一手素材。而当布置作

业异化为“让学生多做以获得分

数提升”，罔顾学生的身心成长，

是非常遗憾的。宁波那位被称为

“童真捕手”的网红班主任王悦

微，每一次批改学生作文时，都

“惊羡”于学生的天才创意，通过

帮助学生发表、媒体传播等方式，

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奇思异想

也很了不起”。试问，这样的作业

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来说，何来

的负担？

作业不仅关涉学科知识，其

中更多的是教师教育理念的渗

透。作业的布置和批改，应该是

灵动的、有创造性的、能唤醒学

生灵性的。希望今后有越来越

多的教师在作业设计、反馈中，

能“看见”学生，适当留白，给学

生的灵动创新、童真童趣，留下

更多的空间。

新闻回顾 北京市教委等十部门近日发布《北京市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

实施方案》，其中明确落实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并将家校联系情况纳入教师考核，

引发了广泛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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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家访蔚然成风

家访何以成了难题

□夏熊飞

教师家访作为家校共育的有效手段与

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可随着时

代的变迁、通信工具的便捷，面对面家访成

了鸡肋，甚至干脆被束之高阁。

针对中小学教师家访制度的弱化，包

括北京在内的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出台措

施，要求各校重视抓好家访工作，甚至将其

纳入教师考核。这些举措很有必要，有助

于将这一制度真正落到实处，进一步加强

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形成更强大的家

校育人合力，助学生更好成长。

有了考核这根指挥棒，学校及广大教

师组织、开展家访工作的压力和动力势必

得到增强，这显然能促进家访脱“虚”向

“实”。将家访纳入考核，明确考核标准，有

赏有罚，从制度上为认真开展家访的教师

撑腰，从而坚定他们继续做好此项工作的

决心，而对那些疲于应付的教师，也将形成

倒逼效应。

将家访纳入考核，并不意味着教师开

展家访就是被动甚至被迫的了，考核只是

外在手段，家访工作的重要性才是其本

质，因此根本上还在于教师真正认可家

访，真正了解家访的意义，才能提升做好

家访工作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家访是教

育工作的重要一环，对教师而言是职责所

在；另一方面，家访虽费时费力，但能帮助

教师更全面地掌握学生情况，进而在教

学、管理中有的放矢，这对于提升教学效

果、管理效率都颇有裨益，正所谓磨刀不

误砍柴工。

当广大教师都能实现从“要我家访”到

“我要家访”的转变，有无这一纸考核标准

也就不重要了。不过在当下，有必要执行

好考核制度，并不断解决实施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种种问题，让家访蔚然成风。

□陆玄同

曾经，家访作为维系教师、家长、孩子

的感情纽带，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随着电

话和网络的普及，这一传统的家校沟通方

式日渐式微，甚至演变为一道尴尬的“两难

之题”。一边是教学任务繁重的教师无暇

他顾，另一边是很多家长意愿不强。

家访变成了难题，并不是因为家访本

身不重要了，而是家访的含义可能被误读

了。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把儿

童这块大理石雕刻成一座雕像，需要“家

庭、学校、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

籍、偶然出现的因素”等六位雕塑家。从顺

序来看，家庭殊为重要，而脱离家庭元素的

教育，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了解孩子所

成长的家庭及其亲人，才能更好地了解一

个孩子，而要达到此目的，传统家访无疑是

最为便捷的途径。

不管在什么时候，家访都是教师了解

学生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和谐家校关系

的重要手段。

现在的尴尬之处在于，家校之间的联

系方式及沟通渠道多了，很多教师认为用

不着非要去学生家里，很多家长也乐得如

此。线上交流诚然方便，“访”的效果却未

必尽如人意。教师若非真正走进学生家

庭，在轻松的环境当中与学生及其家长进

行面对面交流，就很难走进他们的内心，也

很难发现问题，抑或是更好地处理一些棘

手的问题。

要打破僵局，教师和家长都需要迈出第

一步。对教师来说，要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家

访计划和明晰的目标，提前沟通，打消家长

的顾虑。作为家长，要切实认识到家访的

意义，对入户家访少一些抗拒，摆脱“怕麻

烦”心理。学校也应在制度上松松绑，为家

访营造良好氛围，为教师家访创造充分的

条件，让教师轻装上阵，真正让家访成为促

进家校沟通、学生健康成长的内在动力。

□戴先任

近日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低龄网络交友

软件良莠不齐。一些交友软件上，孩子们之间

可以彼此说说“青春秘语”，疏解学业和生活的

压力；但也有交友软件“暗礁重重”，注册门槛

低，身份认证系统失灵，打着“未成年人社交”的

幌子，实际却成了低俗信息传播的温床。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各类交友软件兴

起的同时乱象丛生。比如一些交友平台疏于管

理，以营利为目的，背离了服务属性，甚至设立

各种消费陷阱、色情陷阱，以虚假信息吸引消费

者，花招出尽，诱导消费者消费，让诈骗分子有

可乘之机……

现在一些不良交友软件将黑手伸向了未成

年人。就在日前，有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未

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96.8%。2021年我国小学生互联网普及

率达95.0%，较2020年提升2.9个百分点。未

成年网民越来越多，而一些未成年人处于青春

期，他们有较为旺盛的社交需求，但心智尚不成

熟，防范意识和分辨能力较差，这些都让他们更

容易成为不良交友软件的受害者。

一些“低龄交友软件”充斥着低俗信息，甚

至涉黄，这对青少年的成长将造成严重的不利

影响，还可能让未成年人走上歧途。而一些成

人交友软件的“青少年模式”也形同虚设，未成

年人可以随便下载、注册。

各类“低龄交友软件”不能成了“坑娃软

件”，继续无序运营下去，让未成年人陷入交友

陷阱，被“云交友”所害。因此，相关部门要加

强对平台的监管力度，保护好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更要严厉打击各类色情诈骗、色情交易

等犯罪，对那些涉嫌诈骗等犯罪的交友软件，

该下架就下架，该严惩就严惩，增加他们的违

法成本。

民政、公安、应用商店等相关方面要形成

治理合力、监管合力。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给类似违法犯罪以震慑。监管部门要督促交

友软件严格落实“青少年模式”等相关要求，

规范运营。应用商店要尽好管理责任，在

App上架前，对其进行运营模式评估，做到

合规上架；App上架后，也要加强监管。平

台要尽好自身管理责任，加大监管力度，强化

自净能力，比如禁止用虚假身份注册，加强审

核，落实“青少年模式”，配合监管部门，保障

好用户权益。另外，家长也要多关注孩子成

长，多陪伴孩子，履行好监护人责任。学校要

加强针对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提升学生的

防范意识。

未成年人有社交需求，喜欢“云交友”，不能

简单予以打压，而应予以尊重。各方形成合力，

净化网络交友环境，方能更好守护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低龄交友软件”别成了“坑娃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