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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记者潘洁、史竞男、郑明达)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的问题。
从以前老百姓关注的“课业负担”到如今的“课外负担”，一字
之差凸显当前“减负”这个老难题的新特点，也引发代表委员
热议。

校内减负、校外加负，课外培训出现“剧

场效应”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上联：不怕同桌是学霸 下
联：就怕学霸放寒假 横批：差距越拉越大”，道出了家长和孩
子们面对课外培训的焦虑。或许正因为“班里的孩子都在上”
“不上恐怕会落后”，一些本不想送孩子上培训班的家长也不得
不加入课外培训的大潮。

“课外培训已经不局限于发达地区和名校的学生了。”全
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说，在一
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课外培训也很盛行。

不少人将此现象称为“剧场效应”。在剧场中，前排观众若
站起来，后排的其他观众为了看到演出也只好被迫站起来。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赚得盆满钵满，最后苦的是孩子。”全国政
协委员、天津市教委主任王璟说。

他认为，目前学生课外负担重，主要还是来自家长为子女
报的各种培训班。学校一般不会给学生布置过多作业，不少家
长内心过高的期望值以及“攀比”“从众”心理，造成校内“减
负”、校外“厮杀”趋势愈演愈烈。

加强教师队伍管理，整治培训市场乱象

“虽然国家三令五申，严禁在职教师组织或参与有偿补
课，但这种现象依然存在。”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委员说，有
的人拿着公办教师的待遇，却不用心在学校教书，而是把精力
放在补习班上。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副省长张复明认为，要重点治理教
师校外代课，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规范从教行为，严明教师管理

纲纪。“教师校外培训代课就是违纪，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直
至取消教师资格。学校连续发生教师违规违纪校外代课的，要
追究学校领导责任。”

2 月底，针对一些校外培训机构开展以“应试”为导向的
培训，影响学校正常教育教学秩序，造成学生课外负担过重，
增加家庭经济负担等问题，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联合开展三个阶段的专项
治理行动。

“治理行动的出台非常及时。”王璟说，很多培训机构打着
“培优班”“补差班”“能上名牌学校”的噱头忽悠家长，在一定
程度上对课外培训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破除“唯分数论”，树立正确成才观

不少代表委员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难”问题，需要综

合施策、全社会共同发力。
“很多人认为好学校的评价标准认为就是升学率高，好学

生的标准就是学习成绩好，用分数这个单一标准来评价孩子和
学校，造成减负缺少内在动因。”王璟说，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念，努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不同领域发挥特长，按
照不同途径去成才。

张复明建议，要加快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落实学校招生
自主权，建立多元评价、等级评价、分类评价体系。

“中高考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整个社会的资
源调度就会朝向哪里。目前的中高考虽有改观，增加了一些素
质选拔的内容，但唯分数论未从根本上改变。”张复明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黄震看来，过分推
崇高学历人才，忽视职业技能型人才，这样不仅加重学生负
担，也消减青少年个人兴趣特长，也容易造成毕业生市场需求
脱节。要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全社会共同发力，“松绑”孩子的童年
代表委员为学生减负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卢羡婷、甘泉

3 月 4 日下午，临近北京东三环的广西大厦内，黄花春还
在认真修改着一份建议。这位来自西南边境城市的全国人大
代表，对手中这份建议格外重视。

这位广西崇左市高级中学英语老师，已经从教 18 年，近
些年开始为青少年沉迷于手机游戏而担忧。

在多年的一线教学中，黄花春对这个问题有着直观的感
受，有的学生熬夜玩手机游戏，白天上课昏昏欲睡；一到课余
时间，几个学生就组队打“王者荣耀”，玩“绝地求生”“荒野行
动”等“吃鸡”类游戏；学校之外，留守少年无人管，城市家长管
不了……

黄花春在调研中发现，这种现象在很多小学、初中和高中
普遍存在，诸多一线教师对青少年沉迷手游感到无奈。很多教
师尝试着改变这种现状，后来却演变成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一
场猫鼠游戏，“学校让学生上交手机，有学生应付着上交了一
部性能差甚至无法开机的手机，手里实际上还有一部或多部
手机。值班教师在晚上 11 点，循着学生宿舍的亮光检查，有的
学生就躲在被窝里玩手游。”

在准备提交的《关于加强不良游戏管控的建议》中，黄花
春代表提到，一些游戏在设计中毫无顾忌地充斥着拜金主义、
色情、暴力等内容，沉迷游戏的青少年身心健康会受到严重损
害。另外，青少年容易受到一些血性暴力游戏的影响，产生认
知混乱、道德偏差甚至诱发犯罪行为，漠视自我和他人生命的
意义。

今年春节后，井冈山干部学院办公厅助理研究员韩飞，在

一篇返乡见闻中写道：“短短的几天假期里，我见识了手机游
戏的巨大威力——— 除了睡觉，哪怕吃饭、上厕所、走路，村里的
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横着手机。聊起游戏，他们不由眉飞色舞；
谈起别的，则表示兴趣缺缺，甚至压根不答话。”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大学副校长于欣伟，在《关于加快推
动网游分级制的建议》中提到，以一直火爆的“王者荣耀”游戏
为例，这款游戏注册用户已经超过 2 亿，其中 11 岁到 20 岁的
玩家比例高达 54%。

在列举一系列媒体报道的案例中，于欣伟认为，游戏玩家
的低龄化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些游戏确确实实成了毒害青少
年成长的新“鸦片”。

黄花春代表建议，主管部门要明确和落实游戏企业主体
责任，在游戏上线前，应出具未成年人保护评估和适龄提示；
加强对网游产品上市的审批管理，推动建立网游企业诚信系
统，对不诚信的网游企业进行曝光；对游戏软件推广和营销手
段进行限制，消除对青少年不当却又无处不在的诱惑。

于欣伟委员在提案中，建议尽快出台强制性分级标准，比
如按年龄段(6 岁以上、12 岁以上、18 岁以上和全年龄段)和
内容性质(价值导向、健康程度、时间限制、对抗程度等)进行
细分，详细定义内容标准，确定不同游戏的适用人群。

此外，于欣伟还建议，要推动游戏运营方在保护未成年人
方面进一步升级技术手段，在身份认证方面增强实名制认证
手段，要求运营方增强多因素身份认证体系，增加动态人脸识
别程序和身份信息比对等，以真正达到甄别未成年人的目的。

在一些农村地区，留守儿童没有父母相伴，更没有父母约
束，更容易沉迷于手机游戏中。韩飞在家乡一个孩子口中，得
到一句最简单也最合理的解释：“游戏好玩，平时也没别的有
意思的事可做。”他甚至认为，网瘾自此在乡村成了“流行病”。

在推动完善相关机制之外，民进中央副主席、教育专家朱
永新认为，学校、社区或监护人，要多关注留守儿童，不能放纵
他们，应该把留守儿童组织起来，让他们参加一些集体活动，让
他们发现还有更多比手游更有趣的东西，不能让手游成为儿童
唯一的活动方式。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周口市东新区许湾乡“李灵希望小
学”校长李灵，近些年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尝试，通过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组织敬老小童星比赛等多种课外活动，提高学校里
留守儿童各方面的素质，弥补学生在课余之外的心灵空白。

“让孩子发现比手游更有趣的东西”
代表委员呼吁加强监管，防止青少年沉迷手游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记者熊争艳)“我发现如今有两
个教育系统：一个是公办、民办等学校组成的系统；另一个是
补习学校，从补习数学、英语等课程到培训书法、钢琴等特长。
补习学校如此盛行，我觉得有些不正常。”5 日下午，北京铁道
大厦，政协无党派人士讨论会上，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委员
快人快语。

杜卫说，1 日他来北京的路上，随机问了些人，这些人都
说，如果自己的孩子不上补习班，学习就跟不上。

“我一听以后，更加紧张了。这个情况，光靠一个教育主管
部门来改革，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培训机构是工商注册的，这
成了市场行为。”杜卫援引浙江当地的报道举例，一些培训老
师的年收入已达 200 万元。

“有些家长为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送孩子到补习班。
有些家长为了图省事，把孩子送去补习。但严重的情况是，有
些老师在课堂上没有讲到位，到另一个课堂，再收一笔钱，才
能讲到位。所以，就出现了孩子不补习、学习跟不上等情况。”
杜卫说。

“孩子基本从星期一忙到星期日，从早晨忙到晚上。哪
怕寒暑假，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来，又进了各色培训的
课堂，孩子接触社会、家庭沟通、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他
们的身心健康也受到一定影响。”杜卫说。

“这个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下一代成长，不能回避。
虽然教育部门也下过不少文件来治理，但我认为一定要综
合施策才行。”杜卫说。

杜卫抛出的话题，随即掀起讨论高潮：
“补习教育现在是一个大产业，很多人想分一杯羹。”有

委员接话。
“杜委员对这个现象的描述非常精准。我是家长，知道

得比杜委员还直接！”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委员说。
“你孩子培训一年花多少钱？直接一点。”旁边一委员追

问李稻葵。
李稻葵回答说，虽然不清楚具体多少钱，但知道孩子花

了很多精力，确实存在两个系统、两个学校。
“如果不允许开补习班，它们会转变形式，转到地下或

家里。这问题的根子还是升学标准过于单一。”李稻葵分析，
如果把考核标准变一变，让补习考高分变得没用，补习热就
会退下去。

“基础教育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基础教育不是为了把学
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为了让每个孩子好好发展。”上海科
技大学副校长印杰委员说。

小组讨论结束，走出会场的李稻葵被记者们团团围住。
当记者问他作为清华大学教授，想挑选什么样的学生时，李
稻葵说：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孩子，应有远大的理想、好的心
态，还要有好的健康和情绪管理能力。学习成绩可能短期内
不行，但只要有理想，愿付出，一定能成长起来。这就是我们
老师的希望。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5 日电(记者林德韧、杨帆、郑昕)青少
年体质一直是近年来全国政协体育界别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胡扬带来了
一份有关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提案。他认为，虽然我国青少年体
质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有了一定进步，但对学生的体育运动
习惯、大学生体质等问题依然需要给予充分重视。

对于青少年体质问题，胡扬进行了深入调研，他表示：“我
国青少年在身体形态发育等方面的数据近些年在提高，包括
肺活量、身高、跑跳投能力等等指标；营养不良率是在下降的。
整体情况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这跟教育部门和家长们对学
生体质的重视是有关系的。”

不过，胡扬同时透露，在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中发现，大
学生的体质整体上处于下降状态。“可能有这样的原因：高考
过后，对体育不感兴趣了，这是个问题。其实体育对于大学生
来说同样重要，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受学业和工作的负荷。所
以学生体质，尤其是大学生体质的提高要重视。”胡扬说。

胡扬表示，大学生体质的问题与青少年体育技能的培养
有很大关系。而培养体育技能，关键还是要培养兴趣。他说：
“将体育纳入考试，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孩子们为了考试、为了
拿成绩，只练那么几个项目。如果没有兴趣，体育也成了应试
教育，孩子们还可能对体育产生抵触情绪。”

胡扬认为，所谓“快乐体育”并不是指在体育课上放任学
生自己玩，而是在学生培养体育兴趣的基础上教授他们一定
的体育技能。“比如喜欢打篮球就教你打篮球，喜欢打网球就
教你打网球，感兴趣了就很快乐，然后形成终身的体育技能。”
胡扬说。

“目前中小学校里体育教师编制很少，课时排得很满，教
学质量也很低。有的学校没有专门的体育老师，数学老师、语
文老师来教。此外还有薪酬问题，有的学校体育教师的课时费
只有其他科目老师的六七成甚至一半。种种原因造成了体育
老师流失的问题。”胡杨说。

胡扬表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尝试引入社会力量，用校
外资源补充体育教师的缺口。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记者杨帆、林德韧)“中国的农
村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需要尽早接触各个体育项目，体育的普
及和提高离不开老师，国家应该努力把体育老师配好。”6 日
的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樊
庆斌说。

樊庆斌说，体育教育要从少年儿童做起，不是说我们要争
取多好的成绩，而是要让孩子们从零做起、从正确的习惯做
起，这就需要具备素质的体育老师身在基层，去引领和教育。
足球怎么练、篮球怎么练、健身操怎么练，体育应该和教育达
成一个完美的结合。

“国家这几年对教育投入非常大，农村小学建设非常好，
400 米的塑胶跑道都有，最偏远的村校硬件都改善了，但师资
队伍尤其是体育老师，确实太缺了，找一个懂足球的老师难之
又难，更别说冬季项目了。”樊庆斌说。

樊庆斌认为，体育教育也是一个农村问题，主要问题是教
师的缺乏。这次我带的提案就是有关于加强农村中小学教育
师资的培养和配置，尤其是体育教师，长远来讲这也将夯实我
们竞技体育选材基础。

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记者潘
洁)“炒作状元屡禁不止，成为中国教育
很难根治的痼疾顽症。”全国政协委员、
江苏省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 6 日下午
在教育界委员联组会上建议，有关部门
要堵住考生信息泄露源头，加大力度重
拳出击，彻底禁止炒作状元，改善基础
教育生态，推动教育长远发展。

唐江澎认为，状元是学业测试的
一种评价结果，既有局限性也有偶然
性。炒作状元不仅人为放大了中高考
评价难以避免的缺陷，更对新时代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的
价值追求、促进教育公平的教育生态
产生负面影响。

“依靠‘高考状元’争抢优质生源，
依靠优质生源打造状元招牌，会导致
好的学校越来越好，差的学校越来越
差。”唐江澎说，炒作状元会加剧生源
抢夺的学校教育竞争，不利于基础教
育整体生态。

今年 2 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中小学招
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里的“十项严禁”中就包括严禁初高
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
率等。

“看到通知，既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唐江澎说，过去是
通知年年发，禁令年年下，状元年年炒，排名年年比。去年以来
虽情况好转，社会舆论不再过分炒作，但一些新媒体平台还是
存在第一时间热炒疯转现象，应予以警惕。

从根本上解决“减负难”问题，需要综合施

策、全社会共同发力

张复明委员认为，要重点治理教师校外代

课，规范从教行为

王璟委员认为，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努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不同领域

发挥特长，按照不同途径去成才

黄震委员认为，要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

孩子是否需要“两个学校”？
委员热议“补习学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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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堵住考生信息泄露源

头，加大力度重拳出击，彻底

禁止炒作状元，改善基础教

育生态，推动教育长远发展

杜卫委员认为，不少孩子从学校的课堂出

来，又进了各色培训的课堂，孩子接触社会、家

庭沟通、亲情培育等问题被忽略，他们的身心健

康也受到一定影响

身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李稻葵委员认为，一

个优秀的孩子，应有远大的理想、好的心态，还

要有好的健康和情绪管理能力

黄花春代表建议，主管部门要明确和落

实游戏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对网游产品上市

的审批管理，推动建立网游企业诚信系统，

对游戏软件推广和营销手段进行限制

于欣伟委员建议，尽快出台强制性分级

标准，确定不同游戏的适用人群；推动游戏运

营方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进一步升级技术手

段，在身份认证方面增强实名制认证手段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6 日电(记
者高敬、郑昕)“我们的文化自信从
哪里来？如何坚定我们的文化自信？
作家如何通过作品涵养国家的文化
自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家协
会副主席贾平凹用浓浓的陕西口音
提出这样的问题。

贾平凹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
说，他最关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
文化方面的内容。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为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提供丰富
精神食粮。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报告还特意强调要繁荣文
艺创作。

“很多作家同行讨论时都在问，
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他表
示，我们的文化自信主要来自优秀
的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来自文学经典和无处不
在的历史古迹。

“文学是文化的先声。”贾平凹
说，从《诗经》《史记》到唐诗宋词，到

《红楼梦》，再到鲁迅先生的作品等，
我们的文学经典已经渗透到中国人
的血液里、骨子里。同时，无处不在的历史古迹，无论是地上还
是地下的，无论是建筑还是展品，都体现着我们民族文化的悠
久和辉煌，都给予我们作为子孙后代的光荣和自豪。

作为一名作家，该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涵养国家的文化
自信？贾平凹代表表示：“通过作品关注中国、梳理中国人的历
史和现实，本身就是在为建立文化自信尽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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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文化自信主要

来自优秀的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来自文学经典和无处

不在的历史古迹

胡扬委员：

大学生体质值得关注

倡导实施“快乐体育”

樊庆斌委员：

合格体育教师缺乏

成基层体育发展瓶颈

“快乐体育”并不是指在体育课上放任

学生自己玩，而是在学生培养体育兴趣的基

础上教授他们一定的体育技能

农村小学建设非常好，但师资队伍尤其

是体育老师，确实太缺了，找一个懂足球的老

师难之又难。国家应该努力把体育老师配好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徐徐骏骏作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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