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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未成年人撑起反诈保护伞
□王 琦

“加我微信，免费领皮肤。”“我是明星助理，完

成任务就能获得视频通话机会一次。”“不听话，小

心把你抓到监狱去。”……据媒体报道，近期针对

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案时有发生，尤其是小

学、初中阶段学生，由于警惕性较差，稍不注意便

有可能踏入诈骗分子精心设置的陷阱中。

诈骗未成年人的套路可谓层出不穷。从以免

费领游戏皮肤为诱饵，到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恐

吓，再到利用亲情关系编造故事实施诈骗，不法分

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结合多种手段，通过

刷脸支付、下载远程协助软件、发送验证码等方式

实现转账、充值或账号换绑。这些诈骗行为不仅

可能造成未成年人家庭的经济损失，更可能对未

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

未成年人之所以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目标，

有多方面原因。一方面，未成年人社会经验不足、

反诈意识较弱。他们对社会的复杂性和潜在风险

缺乏足够的认识，难以辨别诈骗分子的虚假话

术。另一方面，部分家长也存在一定责任。有些

家长警惕性不足，设置免密支付等支付方式，或在

孩子使用手机时，各类社交软件和银行App同时

运行，且不注意保护密码，让孩子可以轻易获取相

关信息，为诈骗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电信网络诈骗的侵害，需

要多方共同努力。良好的亲子关系至关重要。家

长要多陪伴孩子，减少孩子玩手机的时间，引导孩

子树立遇到事情及时向父母求助的观念。同时，

家长要重视反诈宣传教育，为孩子普及防骗知识，

教育孩子不要轻信陌生人，不轻易添加陌生人联

系方式，切勿随意使用父母的银行卡、微信、支付

宝等账户进行资金支付。

学校的反诈教育也不容忽视。许多未成年人

对“诈骗”的概念模糊不清，不清楚手机上一些操

作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学校应积极联动有关部

门开展反诈宣传，将反诈教育纳入日常教学内容，

通过举办讲座、开展主题活动等方式，提高未成年

人的反诈意识和能力。

未成年人自身也要养成良好的上网习惯。要

合理安排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多培

养其他兴趣爱好，做到适度游戏、快乐成长。玩游

戏时，尽量使用没有绑定银行卡信息的设备，避免

个人信息泄露。同时，未成年人要保持警惕，遇到

陌生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不随意扫描二维码、

点击陌生链接或下载不明App。如果一旦发现

被骗，应立即向家人反映或报警求助。

为未成年人撑起反诈保护伞，是家庭、学校和

社会的共同责任。只有各方携手合作，形成合力，

才能有效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为未成年人营造一

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近日，清华大学发布新政：本学期起，每天下午的“黄金时段”原则

上不排课，鼓励学生开展各种体育锻炼活动。同时多项贴心举措上线，比如每天17时

后，学生可以到乒乓球馆、冰上运动中心、网球馆、壁球馆等多个场地场馆开展锻炼。

相关场馆也设置了学生免费专场。清华大学的做法获得了公众的广泛好评。

推动“行走的思政课”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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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的思政课”正在中华大地上书写

着新时代的育人篇章。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感

悟、在体验中思考、在实践中成长，才能真正

实现“把道理讲深讲透讲活”的教育目标。

□谌 涛

据媒体报道，近日，北京师

范大学天津附属中学组织学生

赴陕西感悟延安精神，把思政

课搬进实景实地；衢州第一中

学组织学生赴井冈山重走红军

路……思政课是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而这些“行走

的思政课”正以其独特的实践

形态，成为新时代铸魂育人的

创新路径。

当思政课从教室走向广阔

天地，从单向灌输转向沉浸体

验，教育便不再是抽象的理论

传递，而是直抵心灵的精神洗

礼。这种创新形式与深度内容

的融合，既体现了教育规律的

回归，又彰显了红色基因的传

承使命。

形式创新是激活思政教

育生命力的关键一环。数字

技术赋能下的井冈山研学，

通过 VR 重现黄洋界战役场

景，让学生在虚实交融中触

摸历史肌理；学生赴延安开展

红色研学，用脚步丈量信仰之

路……这些实践打破了传统

课堂的时空限制，让思政教育

融入山川草木、革命遗址和行

业现场，构建起“社会即课堂、

万物皆教材”的育人生态。这

种创新以具象化、情境化的手

段，让抽象道理可触可感，使

红色精神在具身体验中完成

代际传承。

内容深耕是提升思政教育

实效性的根本保障。行走的课

堂要避免沦为“打卡式研学”，

必须深挖红色资源的精神富

矿。井冈山充满革命印记、烈

士陵园丰碑矗立、延安宝塔山

气势非凡等，都是铸魂育人的

鲜活素材。只有将地域特色与

时代命题结合，让文物说话、让

史料生辉，才能实现“一棵树摇

动另一棵树”的教育效果。

情感共鸣是检验思政教育

成效的重要标尺。当学生在数

字展厅与百年前的青年隔空对

话，当学生感悟“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的信念，教育便完成了

从知识传递到价值认同的跨

越。学生在八角楼前重读《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不仅加深了对理论的理

解，更在青砖黛瓦间感受到真

理的力量。这种通过具体场景

营造激发的共情，远比单纯说

教更有效果。

持续发力是扩大思政教育

影响力的必由之路。行走的课

堂要避免成为“一次性教育”需

要构建长效机制：既要纵向贯

通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将红色教育贯穿青少年学

生成长全过程，也要培育专业

师资队伍，使教育者既能讲透

理论又能善用实践载体。数字

技术的深度应用、红色资源数

据库的建立、虚拟仿真实验项

目的开发，能让行走的课堂突

破物理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

源的普惠共享。

铸魂育人是一项需要代际

接力的系统工程。教育创新既

要敢闯“无人区”、探索新形式，

更要坚守主阵地、深耕好内

容。唯有将形式与内容有机统

一，让青少年在行走中感悟、在

体验中思考、在实践中成长，才

能真正实现“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的教育目标，培养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把“黄金时段”留给体育锻炼意味着什么？

为合理惩戒学生的教师撑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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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这个案例，就

是家长护短的一个典型。法院对此案最后

的判决结果，一方面是通过法律手段为学

校和教师撑腰打气；另一方面也给家长上

了一堂及时的法治课。

□王 彬

学生在校期间伤害其他

同学，教师要求他当众道歉，

被学生家长告到法院要求学

校赔偿。法院认定，教师的行

为属于正常行使教育惩戒权，

驳回家长诉求。4月23日，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校园管理

民事纠纷典型案例，该案例为

其中之一。最高法提到，学校

作为教育机构，承担着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人民法院依法

支持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

管理行为。

教育惩戒权，是法律赋予

教师的权利，目的就在于更好

地管教学生，促使学生引以为

戒、认识和改正错误，让学生树

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实现更好地成长。《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

学校对受教育者有实施奖励或

者处分的权利。教育部发布的

《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第八条更是明确规定，教师在

课堂教学、日常管理中，对违规

违纪情节较为轻微的学生可以

当场实施“责令赔礼道歉、做口

头或者书面检讨”等教育惩戒。

法律法规虽然写得清清楚

楚，但在现实中教育惩戒仍然

存在落地难问题，学校和教师

“不敢管、不想管、不会管”现象

依然存在。现实中，不少家长

存在护短行为，对孩子过度保

护，对教师的惩戒反应过大，不

仅不理解、不支持，有的还会把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让教师因

此身心俱疲。

最高人民法院通报的这个

案例，就是家长护短的一个典

型。此案中，教师要求犯错学

生当众赔礼道歉，完全合情合

理，且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

但在家长眼里，就是对孩子的

为难，甚至为此不惜闹上法

庭，并要求学校赔偿。家长爱

子心切可以理解，但不能只有

情绪，不讲事实，对孩子一味

纵容、溺爱。

法院对此案最后的判决结

果，也很有现实意义。一方面

是通过法律手段为学校和教师

撑腰打气，支持并保障学校依

法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推动教

育惩戒权更好落地；另一方面

也给家长上了一堂及时的法治

课，有助于让家长更清晰地了

解教育惩戒权的属性、适用范

围及规则，对教师合理的教育

惩戒能有更多包容和理解，在

教育孩子上少走弯路。

从家长层面来讲，此事的

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和校方及

教师进行有效的沟通，对教师

的合理惩戒表示认同和支持，

至于孩子出现的情绪低落情

况，则需要通过家校合力进行

更好的教育引导，帮助孩子打

开心结，以回归正常学习生活。

破局教师“不敢管”，需要

家长戒掉“护短病”。当然，这

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教师严守

规则与政策的红线，在具体操

作中更注意方式方法，把握好

教育惩戒的尺度，做到不缺位

也不逾矩，有尺度更有温度；需

要家校之间建立更公开透明的

沟通交流机制，让家长实现对

教育惩戒的正当有效监督；更

需要教育主管部门敢于为合理

惩戒学生的教师撑腰，别让一

些家长的不当投诉及举报影响

教师的教育教学，助力教育惩

戒权乃至教育理性的回归。

▲

减肥训练营乱象亟须遏制

近年来，校园里的“小胖墩”越来越多。在“体重管理”
成为热词的当下，减肥训练营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在部分减肥训练营里，减肥变成一门贩卖焦虑的生意，体重
管理则成了机构大把捞钱的幌子。近期，“体重管理”成为
热点议题，体现了社会对全民健康的重视，但也要谨防一些
人为了利益钻空子。有关部门更要加大治理力度，遏制各
种减肥训练营乱象。 （王 铎 绘）

背后是“健康第一”的
教育理念

□李 平

清华大学这一看似简单的课程调整，释放

的信号远不止于强身健体，更昭示着让大学生

树立“健康第一”的理念、拥有强健的体魄已

然成为高校刻不容缓的教育使命。

从高校层面来看，一是要强化理念引领

与制度指引。在传统的评价体系下，往往更

注重学生的专业成绩和学术表现，而忽视了

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性。学生学业负担沉

重，课余时间多被作业、考试等占据，体育锻

炼时间被大幅挤压，日常运动需求难以得到

保障。因此，高校应树立“健康第一”的育人

理念，加强学校体育工作，推动大学生专业学

习和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体育运动，塑造健康体魄，为终身发展筑基。

二是要深化教学改革，完善体育课程体

系与教学实践。当前，不少高校的体育课堂

教学内容与强健学生体质的目标存在偏离，

重专项技能、轻体能训练的现象普遍存在。

高校不仅要开齐开足体育课程，保障体育课

时量，还应设计多样化的体育课程及活动，满

足不同学生的兴趣和需求，帮助学生增强体

质、锤炼意志。同时，要优化激励机制，改革

课程评分体系，可将体质健康指标和课外锻

炼情况纳入体育课成绩总评，引导学生自觉

进行体育锻炼。

三是要加大资源投入，营造崇尚体育、热

爱运动的良好氛围。从此前的相关调研报告

来看，体育设施和资源的不足，是学生缺乏体

育锻炼的重要因素之一。高校应加大对体育

设施的建设和投入，为学生开展体育锻炼创设

更便捷的条件。配齐建强高校体育教师队伍，

进一步补齐教师教学能力短板。依托教育数

字化战略行动，积极探索智能化体育设备在体

育教学、体质测试、运动训练等方面的运用。

健康校园的建设，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

资源整合与文化浸润，让体育锻炼成为学生

的一种生活习惯，而非强制性任务。当然，只

有学校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大学生也要建

立自我约束机制，让自己真正动起来。唯其

如此，大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才能切实得到

提升。

□张立美

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不仅直接决定着他

们的综合素质，还关乎国家人力资源质量和中

华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早在2014年，相关部门

就发文要求在全国高校广泛开展大学生“走下

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活动。2020年印发

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意见》等系列文件，也对高校推进大学生体育

工作进行了明确规定。

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一些学校对体

育锻炼缺乏应有重视、体育课设置不合理等原

因，相关政策及规定难以扎实落地。大学生的

身体素质和健康状况仍呈现下滑趋势，“脆皮大

学生”等网络梗不时登上热搜。2021年9月，教

育部公布的2019年第八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

调研和2021年《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抽查复

核结果显示，全国19~22岁大学生身体素质多项

指标呈下滑趋势，大学生的体质健康不及格率

约30.0%。清华大学此次的贴心举措引来热议，

再次让人们将目光聚焦于此项议题。

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主观原因是一些大学

生不愿进行体育锻炼。中青校媒此前的一项调

查显示，大学生不喜欢参与体育运动的最大原因

是缺少运动伙伴、不愿一个人运动（44.04%），其

他原因还有课业繁重、没有时间（39.17%），害怕

运动太累（33.82%），以及更愿意把空余时间花在

其他休闲方式上（24.33%）。此外，调查数据显

示，越到高年级，基本不运动的比例越高。

大学体育是提高学生健康水平的根本途

径。提升大学生身体素质，让大学生走出教室、

宿舍，不仅需要大学生主动“自我加压”，更需要

高校创新形式，为大学生动起来创造便捷的条

件，帮助大学生提升运动兴趣，助推大学生养成

良好的体育锻炼习惯。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像清华大学一样，

国内不少高校为激励大学生动起来做出诸多尝

试，深受学生欢迎。比如，浙江大学在去年上线

了“体育活动专项补助”；云南全省92所高校从

今年开始为每年体测在80分以上的毕业生发放

“身体倍儿棒”证书……这些举措，无不以更青

春、更好玩、更柔性的方式吸引大学生，让他们

真正享受运动的快乐。

激励大学生动起来的尝试多多益善。期待

更多高校行动起来，重视学生体质，创新体育教

学方法，为大学生坚持体育锻炼提供更多支持。

让大学生动起来的尝试多多益善

□冯海燕

继“不会游泳不能毕业”、要求“人人参加长

跑”之后，最近，清华大学再次推出新规助力学生

体育锻炼，将下午的“黄金时段”留出来。这不仅

是清华大学优良体育传统的传承，更是将学生运

动习惯融入校园文化基因的创新举措。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许多大学生因为学

业、前途及自身习惯等问题，平时疏于体育锻

炼。清华大学为促进学生体育锻炼推出的多项

举措，其核心在于将制度设计与学生实际需求

结合，形成可复制的校园体育文化培育模式。

清华大学接地气的举措，对破解大学生“体测焦

虑”“碎片化运动”等痛点极具参考价值，值得更

多高校借鉴。

清华大学的举措非常硬核，而且可操作性

强。学校说到做到，绝大多数情况下，学生在下

午的“黄金时段”可自主安排运动。清华大学还

为学生配备“体育助教”，并通过氛围营造替代

硬性考核，例如游泳馆浅水区在特定时段设置

学生免费专场，通过多种方式鼓励学生参与运

动并累计奖励等。这些举措都激发了学生运动

的内在动力，从“要我动”转为“我要动”。

学校出台相关制度，为学生的体育锻炼排

除各种干扰，势必会让更多学生“心向往之”。

长此以往，学生的身体素质就能得到全面提

升。随之带动的，是全校学生的精神面貌与学

习状态。可想而知，当运动成为习惯，将会让他

们受益终身。

高校为学生的体育锻炼留出更多的时间、

空间，很有必要，也很迫切。当遍地都是“低头

族”，当许多老年病、富贵病呈年轻化态势，当

“脆皮大学生”现象不断刺激人们的神经，真的

需要更多学校出台各项硬核举措，让学生走下

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跑起来、动起来，跟

“脆皮”说再见。

这样的硬核举措是传承更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