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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小学生赊账”需坚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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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给小学生赊账”这

一乱象并不是件小事情，事关未

成年人合法权益保护，事关家庭

利益保护，事关健康消费环境维

护，事关校园周边环境净化等。

融学于乐，让知识有用更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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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教师愿意改

变传统的授课模式，生成“不一

样的课堂”。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

新闻回顾 据媒体报道，近日有个四年级学生家长在某地方论坛发帖表示，

为了下班回家能有美好的家庭时光，决定让孩子适当“躺平”，家庭作业想做就做，不

想做就不做。此事迅速在网上引发热议。关于学生作业，教育部明确规定，严控书

面作业总量，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同时也要

求家长督促孩子回家后主动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那么——

□李 强

8岁的孩子，竟也有了

赊账的权利？日前，宁夏

银川一名家长反映，一家

文具店允许其8岁的孩子

赊账抽奖，欠条上写明班

级、姓名就可以赊账。视频

中，该家长气愤地问：“他有

钱吗？你就给他赊？”而店

主的回答竟是：“我是做生

意的呀”。

其实，小学生遇到特

殊情况，赊账救急并非不

可。不过，因赊账引发的

问题也有不少，有学生为

了还“债”偷家里的钱，也

有文具店老板放任学生

赊账，学生欠费越积越

多。如果任凭这种“打个

欠条就能轻松赊账”模式

发展下去，就有可能导致

未成年人形成错误的消

费观，习惯于透支性消

费，影响日后的成长。

细究起来，“给小学生

赊账”还涉及法律层面问

题，比方说小学生赊账的

行为效力、商家面向小学

生开展某些经营活动的适

法性等。同时，涉及道德

层面问题，在没有征得家

长同意的情况下，用赊账

的方式事实上是坑害了孩

子，也给家长造成了经济

负担。

商家为了牟利，不考

虑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罔顾保护未成年人的社

会责任，所表现出的种种

不友好，背离商业伦理不

说，也破坏了消费环境。

尤其令人忧心的是，学校

周边店家随意给孩子赊

账，往往暴露出校园周边

环境的问题。从过往一些

报道来看，“一家赊”牵出

“多家赊”，甚至由赊账还

牵出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

成长的诸多隐患，比如校

园周边商超、小卖部、书店

存在违规经营、销售危害

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书

籍等问题。

所以，治理“给小学生

赊账”这一乱象并不是件

小事情，事关未成年人合

法权益保护，事关家庭利

益保护，事关健康消费环

境维护，事关校园周边环

境净化，需要各方面提高

认识，密切配合，形成更大

治理合力。

对教育主管部门而

言，要会同相关方面，进一

步加强校园周边环境综合

治理，构筑校园安全“防火

墙”，全面净化校园及周边

环境，及时铲掉各种隐患

土壤。对监管部门而言，

要加大监管力度，特别是

处罚力度，用常态化监管

让商家不敢向未成年人伸

手，形成“伸手就被抓”的

严管态势。对学校和家庭

来说，要通过学校与家庭

之间的有效配合，给孩子

讲清赊账的危害，教育引

导孩子从小树立正确的消

费观念，养成良好消费习

惯，自觉抵制和远离赊账

消费。

□谢伟锋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

学习物理是件有门槛的

事，需要不断地背诵定律、

运算公式和逻辑推演。将

复杂的物理进行场景讲

解，让晦涉的知识变成学

生感兴趣、学得懂的内容，

确实需要教师花费很多心

思。近日，四川成都一位

物理教师出圈了，因为他

在现场实验演示特斯拉线

圈放电，画面酷似《西游

记》里“银角大王”，引来学

生阵阵欢呼。网友更是纷

纷点赞：“这样的课堂太生

动了！”

在物理课上能让学生

们仿佛置身科幻电影现

场，这位名叫屈川的教

师，显然是找到了物理课

更好的打开方式。实验

展示过程中，屈川手持荧

光灯管，逐渐靠近特斯拉

线圈，转瞬之间一道电流

好像穿过他的身体，形成

绚丽的火花，画面真的很

炫酷。他还将几根彩色

荧光灯管置入线圈的辐

射区域，荧光灯管立即闪

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芒，当

学生兴趣正浓时，屈川一

语道破谜底：“这就是电

磁感应的神奇表现。”

兴趣，永远是最好的

老师。要激发学生浓厚的

学习兴趣，首先教师要把

自己“摆进去”。从教16

年的屈川平时就酷爱动手

做实验，类似电磁感应的

创意实验，他已坚持做了7

年，大大小小的课堂实验

进行了近百次。他经常利

用周末时间待在物理实验

室，反复十几次尝试同一

个实验，经过多次模拟确

保安全无误之后，才会进

行课堂实际操作。他不仅

经常在学校做实验演示，

有时还会走进其他中小学

校和高校。屈川说，他开

展物理实验演示后，很多

学生会主动前来询问物理

知识，在成绩方面也有很

大提升。

像屈川一样的教师还

有很多，比如同济大学退

休女教授吴於人，就因为

制作硬核科普物理的短视

频被青少年追捧。她用铁

锅演示天眼、用扫帚模拟

太空中的宇宙射线……在

吴於人的手里，鸡蛋、花

生、硬币等都能成为实验

用品，将复杂的物理知识

演示得一目了然。当青少

年们置身融学于乐的教育

场景里，学习知识自然是

“停不下来”。

融学于乐，让知识有

用更有趣。越来越多的教

师愿意改变传统的授课模

式，生成“不一样的课

堂”。但也要看到，愿景的

达成绝非轻轻松松，我们

在为一个个炫酷有趣的教

学场景啧啧称奇时，也要

看到这背后的默默付出。

正如一名网友在社交媒体

上的留言所说，“教学有

法，但无定法，只要用心钻

研、勇于突破，定会教出好

学生”。

□付 彪

据10月19日《法治日报》报道，山

西省运城市的李女士为了让女儿上下

学方便，一家人搬到了学校对面的学

区房，却发现楼下有个麻将馆，不仅孩

子放学路上就能看到里面有人在打麻

将，晚上噼里啪啦的麻将声也经常持

续到深夜，影响孩子学习和休息。

为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保障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我国法律明确规

定，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营业性

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

场所等。歌舞、酒吧、网吧等不适宜未

成年人活动的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

人进入。游艺娱乐场所设置的电子游

戏设备，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不得向

未成年人提供。

从媒体调查的情况看，目前各地

中小学校周边200米范围内，已经很

少见到网吧、KTV、游戏厅的身影，但

棋牌室、麻将馆、台球室仍然存在。据

了解，这些场所有些是在学校建立之

前就存在，有些则是在学校建成后才

开业。值得注意的是，有的棋牌室、麻

将馆、台球室往往不主动查验消费者

身份信息，未成年人可以随意出入。

目前相关法律未明确将棋牌室、

麻将馆、台球室等列入“未成年人不宜

进入的场所”，但从实际情况上看，这

些场所内出入的人员较多，人员构成

比较复杂，且场所内做不到完全禁烟，

极易诱导未成年人结交社会不良人

员，沾染陋习，引发辍学厌学情绪，甚

至对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如何明晰这些场所的内涵与范

围，直接关系到监管的方式与成效。

公开信息显示，江苏扬州、浙江温州、

上海等地已明确规定棋牌室不得设在

学校、幼儿园周边200米范围内。但

在200米以外不远的地方，棋牌室、麻

将馆、台球室依然大量存在，很难阻止

未成年人前去的步伐。因此，从保护

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很有必要以立

法形式将校园周边的“模糊地带”进行

阐明，以填补监管可能出现的漏洞。

譬如，近日《广东省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其中

“学校周边营业限制”引发广泛关注。

正当其时，以此次法规修订为契机，既

可以进一步明晰相关场所的内涵，包

括明确学校、幼儿园周边不得开设棋

牌室、麻将馆、台球室，明确这类场所

的性质和管理制度；也可以适当界定

学校、幼儿园“周边”的范围，防止因对

“模糊地带”认识不一导致执法标准不

同而产生执法争议。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娱乐场

所、游戏场所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

法律法规的制定往往慢一步，但对

“模糊地带”的监管不能止步。要通

过构建常态化检查和监督机制，强化

部门联动，落实对棋牌室、麻将馆、台

球室等场所的无漏洞监管，切实净化

学校周边环境。学校和家庭也应加

强对孩子的教育引导，多措并举让他

们远离此类场所。

校园周边“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当明晰

屏蔽“青少年模式”
被重罚，该！

网络服务提供者设置“青少年模式”，是落实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可现实
中，有的App开发者、运营者做起了开启会员就能
绕过“青少年模式”的生意。近期天津市滨海新区
法院审结了一起不正当竞争案，依法判处罔顾法
律法规的运营者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不
法App运营商把屏蔽“青少年模式”当生意来牟
利，被重罚是其应有的下场。

（王 铎 绘）

陪娃写作业，这题怎么解？
适当放手
不是真的“躺平”

□李 平

看这名家长的发帖，其中的一些做法有待商

榷。毕竟为学生减负，是为他们减去不必要、不合

理的过重课业负担，岂能连基本的学习任务都要

逃避？家长有责任督促孩子自觉完成家庭作业，

该家长认为“去学校老师会让孩子补作业”，有转

嫁责任之嫌。

作为家长，适当放手切莫演变成真的“躺

平”。平心而论，家长“过于鸡血”固然害处多多，

但持“躺平”态度，做甩手掌柜，同样不足取。对比

之前一些家长热衷于“鸡娃”，导致一些孩子不堪

重负而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眼下一些家长对孩子

的学业问题消极逃避，无非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都是对孩子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

因此，家长有必要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别因

自己的“短视”“误区”限制孩子的全面成长，影响

孩子的身心健康。小学阶段是孩子学习兴趣培

养、学习和生活习惯养成、良好性格形成的重要阶

段，家庭教育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如今没有了

课外培训，如何好好利用孩子“多出来的时间”，对

父母尤其是一个考验。懂教育的家长不仅在陪写

作业上讲究方式方法，不走极端，同时合理规划孩

子学习和锻炼的时间，注重孩子的自理能力、性

格、行为习惯培养等，为孩子营造一个健康的成长

环境。

关心学生成长成才，教师与家长应是一场双

向奔赴。学校是教育人、培养人、塑造人的主阵

地，也是家长学习科学家庭教育方式的最好阵地

和最佳途径。学校应当加强家校协同育人的力

度，让家长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尊重孩子人格尊

严，掌握科学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家长要信任

教师，与教师同心同行、同频共振，让家校共育找

到一个最优解，助力孩子的健康成长。

□郑建钢

陪写作业的确不轻松，但家长决不能以所谓

的“美好的亲子时光”为借口逃避现实。

在孩子写作业的问题上，家长如果采取彻底

“躺平”的态度，选择回避矛盾，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相安无事了，但习惯成自然，今后孩子再遇到其他

痛苦的事情，可能就会习惯性地选择逃避。

要做智慧型家长。陪写作业，“怎么陪”很有

讲究。孩子为什么抗拒写作业，先要找一找主要

原因，是在主张自己的权力，希望得到某些特别

的关注，还是破罐子破摔，只想着怎么样摆烂？

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孩子抗拒作业行为

背后的心理诉求。找到原因之后，再对症下药，

与教师密切配合，教育孩子放平心态，正确对待

学习过程中所碰到的各种困难和挫折，提高写作

业的自觉性。

只有让孩子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

惯，才能够使孩子克服畏难情绪，不断提高写作业

的效率，改正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拉的毛病，养成

独立思考、自己解决问题的习惯。正如一位小学班

主任所说，小学阶段养成好的作业意识和作业习惯

非常重要，做作业不仅可以帮助孩子巩固知识，还

能培养其优秀品格，孩子的责任感、自主性、毅力、

时间管理能力等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习得。

身为家长，也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起好模

范带头作用。要改正咆哮式育儿或彻底“躺平”等

极端做法，不回避矛盾，不逃避责任。凡是要让孩

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让孩子迎难而上、

克服困难，自己先要具备不折不挠、勇于上进的基

本素质，从而把良好的学习习惯转化为让孩子终

身受益的财富。

“怎么陪”确实有门道

□陆玄同

长期以来，陪写作业成为影响亲子关系的一

个重要因素。网络和短视频里经常出现“咆哮的

母亲”“崩溃的父亲”，那些虐心的情节，让人心酸，

也让很多家长感同身受。眼下，逐渐出现不同的

声音，一些家长在经过理性思考后，面对孩子的作

业不再神经紧绷。

在对待孩子的学习上，我们的家长一向过于

紧张了，不妨适度松松绑。“双减”后，各地各校普

遍制定了比较完善的作业管理办法，学生的作业

负担并不重，很多时候都是家长人为给孩子增加

负担。其实，“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愿景，指向

的应该是孩子们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健康快乐地

成长生活，而不是痛苦地奔向家长心目中的“金字

塔尖”。

我们应该学着接受孩子的平凡。那些过分功

利的思想，会让孩子们的童年失色。而没有童年

的人生是不完整的，到头来，他们得用一生的时间

去治愈童年的创伤。

每个孩子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心智成熟得早一

些，有些则晚一些；有的学得轻松，有的则学得吃

力。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一味要求孩子在学习上都

能“一点就透”“触类旁通”，既不科学也不现实。适

当的松绑加上引导，容忍孩子“慢一拍”，可能就会

少一些咆哮式育儿，少一些陪写作业的崩溃时刻。

“双减”政策的本意就是让孩子轻装上阵，但

现实中仍有不少家长过度焦虑，并将这种情绪传

导给孩子。“双减”就是要让教育也变得有“弹性”，

让教师、家长、孩子都能获得一种松弛感。毕竟张

弛有度的爱，才能生出温度，这样孩子的成长才会

有更多的可能性。

家长不妨给孩子松松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