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运动场地不足难题亟待破解

□丁慎毅

每天校外1小时体育活动，仅三成受访

中小学生家长表示能做到，问题出在哪？从

网友跟帖反映各地情况来看，校外学生体育

活动设施不足是主要原因之一。

为什么小学生校外体育活动落实得较

好？很大原因是小学生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相对简单，各公园和小区都有相应的满足儿

童需求的体育设施，甚至大超市也有儿童活

动场所。但到了中学阶段就不同，较为枯燥

的跑步、跳绳之类中学生兴趣不大，而球类

及滑冰、自行车等竞赛类运动，需要相关的

场所供给，但现实情况是供给远远不够。于

是乎，调查中有72.4%的受访家长“感到孩子

进行校外体育活动的积极性高，但找不到相

应的场地”。

要保证中小学生每天校外1小时体育活

动时间，当务之急是保证校外体育场所的供

给充足。学校方面，除了周六周日开放体育

场地外，平时夜间也应向学生开放，还可在课

后延时服务中加入体育锻炼环节。社区方

面，街道办事处和乡镇要主动协调社区在15

分钟生活圈和口袋公园规划设计中，把中小

学生社区体育活动场所归纳进来，建设符合

他们特点的体育设施。各地还要加快体育公

园的建设，确保更多的体育公园满足中小学

生体育活动需求。同时应探索将高校丰富的

体育活动场所向中小学生有序开放，有效利

用这些现有资源。政府也要通过优惠政策，

鼓励市场主体建设经营中小学生体育馆。

要确保中小学生每天校外1小时体育活

动时间，就要从供给侧找思路，从家校社一

体化做文章，推动体育场地及设施更好地共

享共建，破解运动场地不足难题，让中小学

生愿锻炼、能锻炼、锻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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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监管，确保“校外1小时”落实到位

□许朝军

结合两个“1小时”落实起来对比鲜明、

反差巨大的现实，尤需各方对“校外1小时”

多加关注。

从教育部门和学校层面而言，需要走出

“出校门即放手”的教育监管思维，把中小学

生的校外成长生活同样纳入学校教育的辐

射和影响、监管范畴，纳入家校共育的结合

点和重合点，务必确保“校外1小时”也要落

实到位。

教育部门在认真落实“双减”政策减轻

学生校外作业负担的基础上，可以积极和体

育、文化、社区场馆联系，建立协作配合机

制，通过提供免费场馆、设施服务等，为校外

中小学生参加体育锻炼提供基础空间和设

施支撑。农村及城市社区可以采取设置青

少年活动角，开展青少年邀请赛、快乐生活

体育项目赛、家庭体育赛事等，鼓励中小学

生参与校外体育活动。

学校和教师要结合学生的成长特点、爱

好特长、居住范围等，指导学生之间自由组

合结对，成立诸如“校外体育兴趣小组”和

“校外活动监督小组”等，把体育活动项目一

致、爱好和特长一致的学生凝聚起来，让他

们相互监督、共同成长，如此一来，活动有组

织、有规划，还能让每个孩子找到参与活动

的兴趣点、着眼点、聚合点，更能通过集体活

动带来感召力、凝聚力、监督力。

“校内校外1小时”是构成青少年身心全

面健康成长的关键支撑，这不仅仅是增强青

少年体质的硬性要求，更是促进青少年全面

发展的根基和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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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教育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保证中小

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有1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仅有30.4%的受访家长表示

孩子每天能进行足量运动；59.2%的受访家长认为，课业任务重是孩子没时间锻炼的最重要原因。

校外运动时间去哪了？
□程振伟

一条《多地拟规定校外培训

指导价，一课时最少仅五元》的新

闻，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校外培

训”这个话题的关注。消息说，

近日多地相继就学科类校外培训

政策征求意见。据不完全统计，

在目前各省市公布的政府指导价

中，最高为每生每课时70元，最低

仅5元。

对此，一些家长好像觉得“校

外培训又可以搞啦”；一些原来从

事校外培训的人，似乎又有“重

开炉灶”的念头了。校外培训指

导价是个新鲜事物，它是按照

“双减”政策既定路线图实施的

具体举措。不能因为“指导价”

出炉，就认为校外培训可以“生

长”，相反它是对以往造成课外

辅导负担过重的学科培训的规

范，使其在资本现金流层面不再

能“野蛮生长”。

要看到，“指导价”不同于“双

减”政策出台前的学科培训市场

价。按照“双减”要求，各地不再

审批新的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学科

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

机构。“指导价”是针对公益性机构

的收费标准，它具体考虑了各地消

费水平，做了相关培训主体的成本

调查，一方面兼顾了部分有补差学

生的额外需求，另一方面让公益

性机构不至于因逐利而成为学生

学业负担过重的“帮凶”。

“双减”是基础教育领域的全

面深层治理，其中涉及课外辅导

资质界定、培训内容、培训时间、

人员资质、收费标准等多方面。

治理总的原则是：目前的学科培

训机构数量不能增加，学生的课

外辅导压力

大幅减轻，学

生家庭的经

济负担要降

下来。各地

根据自身实

际引入“指导

价”，不意味

着鼓励课辅，而是要服务“双减”

目标，要有力促进教育培训行业

去功利化、回归公益化，去应试

化、回归素质化，去焦虑化、回归

理性化。

对“指导价”的理解，不妨结

合“双减”前的培训市场乱象来

看。用包装来的师资和东拼西凑

来的所谓教育理念，再加上虚假

宣传，利用家长们的焦虑情绪，肆

意推高培训价格。动辄“300、500

元一节课”，给家长带来了过重的

经济负担，也给培训机构带来了

巨大现金流，使其通过资本运作

无限膨胀，进而成为学生学业负

担过重的主体力量。“指导价”确

保了机构的公益性，又考虑到基

本师资的相应收入需求，也能遏

止公办学校名师因收入差流失到

校外培训机构。可以说，“指导

价”的出台是“双减”政策深度推

进的关键一步。

当前，“双减”工作已取得一

定成效，深层治理要跟上。收费

是校外培训机构的命根，影响到

其运营模式、师资维护，也影响到

机构能不能服从服务“双减”既定

目标。“指导价”肯定不能定高，但

也不能定得过低，考验的是民生

管理的智慧。各地不妨在深层理

解“双减”要义基础上，结合当地

实际，拿出科学合理有效的“指导

价”，助推“双减”政策按既定目标

推进。

□邓海建

近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了

《“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

行动计划》。计划指出，到2025年

县中整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市域

内县中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

机制基本健全，统筹普通高中教育

和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推动高中阶

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以上。

“县中塌陷”，这个词汇已经不

再陌生。肉眼可见的现象，可谓触

目惊心：一是县域普通高中的优质

生源大量往城市涌流。此前有媒

体报道，河北蠡县某年全县中考成

绩前500名学生有370多人外流，

为了抢下生源，当地不得已提前把

初中的学生接到高中。二是县域

普通高中的优质师资被各种“挖墙

脚”。目前，全国县中教师总体缺

编7.7万人，共有3776所县中生师

比超过国家标准。离开生源和师

资空谈县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无

异于痴人说梦。

为什么要如此重视“县中问

题”？除了迫在眉睫的乱象，还有

不得不重视的基础数据。据了解，

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中学校

1.42万所，其中，县级举办的普通

高中7243所，占比 51%，在校生

1468.4万人，占比59%。县域普通

高中规模超过全国普通高中学校

总数一半，当之无愧地成为“县域

基础教育的龙头”。在县域普通高

中就读的以农村学生为主。毫不

夸张地说，县中教育的塌方问题能

够稳妥解决，不仅关乎教育高质量

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也

关涉广大农村学生对接受更好教

育的美好期盼。

这个维度，叫作公平。

教育问题，不能用市场思维来

解决。“县中

塌陷”乱象的

背后，是优质

教育资源被

民校等高价

“买走”的不

争事实。而

这些年来，全

国各地皆有生源向大城市、优质学

校集中的现象。此外，优质师资

“孔雀东南飞”更是屡见不鲜。虽

然2020年我国如期实现了全国高

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以

上的目标，但县中生源、师资双流

失，质量下滑，已经到了亟待纠偏

的关键时刻。如果县中成了市域

高中师资的培训基地，那么，“县

域”“市域”的户籍区别很可能成为

人生的天然分野——区隔出不同

的教育资源禀赋，区分出不同的代

际机会成本。

“县中提升”计划不仅生逢其

时，更是深得民心。比如计划提

出，到2025年，要实现如下具体目

标：公民办普通高中招生全面规

范，县中生源流失现象得到根本扭

转；教师补充激励机制基本健全，

县中校长和教师队伍建设明显加

强；教育经费投入机制基本健全，

县中办学经费得到切实保障；薄弱

县中办学条件基本改善，学校建设

基本实现标准化；教育教学改革进

一步深化，县中教育质量显著提

高。说到底，就是要让县中真正硬

核起来、稳固起来、发展起来。

客观地说，县域普通高中承载

着不少“穷孩子的梦想”，甚至寄托

着不少“穷人家的希冀”。县中整

体办学水平显著提升，市域内县中

和城区普通高中协调发展机制基

本健全——它拷问着公共服务和

公共治理的良心，也考验着教育公

平的能级。

“县中提升”计划守护底线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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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看到校外培训指导价的深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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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平

自从上半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

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出台，每天校内

运动1小时在很多中小学校早已达标；但每

天的校外运动1小时却成了老大难。一半以

上的受访家长把缺乏校外锻炼的原因推给

“课业任务重，没时间”。

看来一些家长还是没能吃透“双减”政

策。体育是“五育”并举的重要维度，“双

减”的目的之一，就是不能让不合理的学

习、作业负担占用学生大量课余时间，那

么，富余出来的时间呢？很大部分就是要

“还”给一直以来被轻视的运动锻炼。在这

样的背景下，再推说“没时间”就显得不合

情理。

其实孩子天性活泼好动，但“重智育、轻

体育”的现象长期存在，家长们“体育运动会

耽误学习”的偏见得不到扭转，如此氛围之

下，孩子们渐渐丧失了体育运动的兴趣，更

不要说养成健身锻炼的习惯。在电视剧《小

舍得》中，“颜子悠原本非常热爱踢足球，妈

妈田雨岚却极力阻止儿子踢球”的情节，正

是部分家长一味压缩孩子的运动时间来换

取成绩的现实折射。

运动对于孩子的成长、学习益处多多，

“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不单是

一句口号，而是国之大计。道理相信很多人

都懂，但为什么仍陷入“说起来重要，做起来

不要”的怪圈难以自拔？这值得“双减”之下

的家长们深思。

我们还应注意到，运动是一种生活，而

不是与成绩挂钩的硬性任务。不是说学校

今天要考跳绳，那就拼命让孩子练跳绳，明

天要考跳远，那就让孩子死磕跳远。校外运

动1小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陪孩子打打球、

跑跑步、骑骑自行车皆可，关键是营造氛围，

让孩子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久而久之达到

提升身体素质的目的。

“没时间”不是荒废校外锻炼的借口

●“指导价”确保了机构的公益性，又考虑到基本师资的相应收

入需求，也能遏止公办学校名师因收入差流失到校外培训机构。可

以说，“指导价”的出台是“双减”政策深度推进的关键一步。

●县中教育的塌方问题能够稳妥解决，不仅关乎教育高质量发

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也关涉广大农村学生对接受更好教育

的美好期盼。

□戴先任

近期，一些短视频、直播平台上出现了越来

越多以“展示萌娃”为主要内容的账号，不少家

长将孩子打造成“网红”，并通过商务合作实现

流量变现。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关

于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

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保障未成年人在

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

萌娃类账号成了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的

宠儿，一些儿童博主动辄便拥有几百万、上千万

的粉丝，成了“网红儿童”。在流量为王的互联

网时代，儿童博主吸金能力强，这让一些家长把

孩子当成了挣钱工具，把自己变成了“啃小族”。

有父母让孩子成为“网红儿童”，甚至迎合

一些人的低级趣味，比如去年在“吃播”平台上，

一个3岁小女孩被父母不断喂食高热量食物，

体重已达78斤。还有一些父母让孩子扮演短

视频中的角色，甚至让孩子做出一些危险动作

以吸人眼球。这些做法容易影响儿童身心健

康，甚至还会危害孩子的生命安全。而通过做

直播、拍视频，把孩子当成赚钱工具，也会影响

孩子的正常学习，让孩子承担他们所不能承受

的身心压力。

未成年人当主播、成网红，须防范过度商

业化，要做好引导，保护好未成年主播的合法

权益。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不得组织未成年人进行危害其身心健康的

表演等活动，违反的可能会由公安机关给予行

政处罚；根据新施行的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监

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者组织的申请，

撤销其监护人资格。此次文旅部办公厅发布

意见，严禁借“网红儿童”牟利，更值得引起各

方重视。一些家长“啃小”，涉嫌违反相关法律

法规的，相关部门就有必要介入予以“叫停”，

并做出相应惩治。

另外，直播平台也要加强管理，防范那些损

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直播与视频出现，禁止用户

发布传播含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内容的信

息，要尽好平台责任与社会责任，要与相关部门

加强合作，保护好未成年人权益。

家长要增强教育意识、未成年人保护意识、

监护人责任意识。家长要为孩子的健康成长兜

底，岂能罔顾未成年人权益肆意“啃小”。

禁炒“网红儿童”，关键要先避免儿童被工

具化利用，把儿童真正当成独立的个体看待，而

不是当成父母的附属品。相关各方要“守土有

责”，堵住各方的责任漏洞，遏制炒作“网红儿

童”这股歪风。

坚决遏制炒作“网红儿童”这股歪风

近日，南京一名博士“虎爸”的做法引来广泛关注。他不
仅让读小学一年级和幼儿园的两个孩子学习文言文和高等数
学，还经常辱骂和殴打孩子。孩子母亲向法院“求援”，法院为
此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这名“虎爸”虽身为博士，在教育
孩子的方式上却极为粗放、落后，而身边类似这样的“虎爸”
“虎妈”并不鲜见。南京的这堂“依法带娃”课警醒人们，教育
孩子不只是“家务事”，必要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孩子。

（王 铎 绘）

“虎爸”悠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