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请全

国 人 大 常 委 会 会 议 审 议 。 草 案 规

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对

未成年人有性别、身体状况等歧视，

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家庭教育法草案给侵害未成年

人合法权益者敲响警钟，对“打是亲

骂是爱”的错误观念进行纠正：家庭

教育，不是关起门来一家一户的“私

事”，而是被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规划和法治化管理轨道的“国事”。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

让”，家庭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

会和谐的重要基点，办好家庭教育

不仅事关孩子的健康成长，更事关

公共福祉。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然而，养

育 了 孩 子 ，自 然 就 能 成 为 好 家 长

吗？并非如此。不论是“不写作业

母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的抱

怨，还是将殴打虐待孩子作为教育

手段，都暴露出“施教者”教育能力

的缺失。

家庭暴力作为一种惩戒手段，

简单、粗暴。面对犯了错误的孩子，

应用言传身教、循循善诱等科学方

式教育，不能抬手就打。然而，家庭

暴力对孩子身心造成的伤害不可估

量，亟须叫停。需要注意的是，“家

庭暴力”也应包括“冷暴力”，对孩子

采取恐吓、呵斥、讽刺、冷漠等方式，

也会伤害孩子的幼小心灵。其实，

世 界 上 最 疼 爱 孩 子 的 ，莫 过 于 父

母。所谓“打在儿身，疼在娘心”，除

了极个别的情况，如果能有更有效

的方式把孩子教育好，家长一定舍

不得动手。反之，在家长不掌握科

学教育理念、不具备科学教育能力，

甚至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情绪的情

况下，让他们采取合理的手段教育

孩子，很难。

办好家庭教育，“施教者”需要先受教育。江苏省妇联与有

关部门开展的家庭教育现状问卷调查显示，近 50%的家长不知

道用什么方法教育孩子，约八成家长缺乏相关知识和经验借鉴，

迫切需要家庭教育服务。办好家庭教育，家庭、学校、政府、社会

都有责任。当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开设“家长课堂”“家长学校”，

做出了积极探索。如江苏省印发《关于加强与改进中小学幼儿

园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要求中小学家长学校每学期组织

1—2 次家庭教育指导和实践活动。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迫

在眉睫，令人欣慰的是，一些高校开设了家庭教育相关课程，部

分师范类院校设置家庭教育方向，2020 年，上海还推出了“万名

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计划”。

在立法管住家长“巴掌”的同时，我们还需认识到，“好孩子

是夸出来的”也并不是万能灵药，奖励和惩罚都是教育的必要手

段，如同前不久教育部出台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家

庭教育也应被赋予科学合理的“惩戒权”。“溺子如杀子”，在孩子

犯了错误时，适当适度的惩戒必不可少，如此，才能让孩子知敬

畏、守规矩、懂进退。家庭教育立法，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合法

权益，绝不是袒护纵容“熊孩子”。孩子不能只在赞美声中长大，

适宜的批评教育十分必要。这就需要通过司法解释或案例宣传

等方式，对家庭教育的“惩戒权”进行规范和引导，既划出红线底

线，也挂上指路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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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已经开启，如何让寒假作业既有意义又有意思？如

何通过科学布置寒假作业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

与我们小时候的寒假习题册不同，现在的寒假作业内容

丰富，有阅读、练字、跳绳、小报、做 PPT、做家务，种类繁多。

而且，每一项任务都要求“打卡”。我加入了各种作业“打卡”

群，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就要赶紧拍照“打卡”，稍不留心遗

忘就会被点名。建议布置的作业更加符合学生年龄特点，不

超标、超前、超难、超越现实条件，从而让作业真正成为孩子的

任务，而不是家长的负担。 ——山东省济南市某家长

除了书面作业，我们现在更注重实践作业，希望学生们能

在实践中学习，实现“五育并举”。比如，围绕传统节日，我们

有针对性地设计了各个年级的寒假作业：一、二年级学生动手

制作生肖牛，了解中国牛的精神内涵；三、四年级学生通过做

花灯、猜灯谜，了解春节和元宵节习俗；五、六年级学生动手制

作家乡菜，为年夜饭贡献一份力量。爱动爱玩是孩子的天性，

实践探究性作业形式新颖、知识延展性强，学生和家长普遍都

很喜欢。不过作业布置过程中，也有众口难调之难，比如，如

果要求学生将实践作业通过自媒体形式展示出来，一些家长

会觉得太麻烦，如果不要求，个别家长会认为我们只布置不检

查，不够负责。

——安徽省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老师许治初

【点评】

从机械单调的做题，到丰富多样的实践，寒假作业的变化

令人欣喜。如今，越来越多的学校意识到作业设计的重要性，

将假期打造成学生积累知识、开阔视野、增长生活经验的好机

会。寒假作业最终要取得好的效果，还需要家校之间形成共

育的合力。家长不妨多花点时间陪伴孩子，参与、督促、支持

孩子的学习与成长；学校在布置作业后，也不必强行要求“打

卡”，不布置要求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

作业是载体，折射的是教育理念的进步，也折射出家校共

育的必要性。期待家校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共同努力，陪伴

孩子度过美好而有意义的寒假生活 （本报记者 丁雅诵）

作业需要家校合作

【镜头】“以前从没想过，我们做

的挑花产品能进入大城市！”湖南隆

回县白水洞村村民奉娟花介绍，一

个挑花袋增收 30 元，一根相机带增

收 50 元。“一年能多收入上万元！”

奉娟花笑得特别甜。自 2012 年定

点帮扶隆回县以来，湖南大学组建

“花瑶花”文创设计团队，邀请 100
余位设计师与当地工匠联合创新，

开发特色文创产品 200余款。

“扶贫不仅要发展产业、增加群

众收入，还要唤醒保护意识，做好文化

传承。”白水洞村驻村第一书记、湖南

大学定点扶贫办副主任康添慧说。

运用传统擀毡技艺制作披肩、

电脑包，将彝族银饰和典型图案设

计到礼服中……2020 年 9 月，北京

国际设计周主题展“脱贫攻坚中的

设计创新”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

非遗扶贫案例吸引了参观者。“我们

与四川昭觉县的非遗传承人合作，

不但能更好地传承文化，还能帮助

困难群众就业脱贫。”清华大学美术

学院副教授李迎军说。

近年来，很多高校发挥特色学

科专业优势，挖掘贫困县民间艺术

和传统技艺，激发了当地群众脱贫

致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走进云南剑川县土陶从业者董

志明的工作室，造型优美的茶具等

琳琅满目。“以前，我们的思维停留

在做花盆等日常器皿上。中央美术

学院的师生指导我们设计研发，我

做的土陶甲马、烧烤盘在大理白族

自治州获了银奖！”董志明说。

“文化扶贫可以培养人才，帮助

当地群众提升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

的 融 合 意 识 ，激 发 脱 贫 的 内 生 动

力，这是立足长远的事。”中央美院

艺术设计研究院院长、驻剑川传统

工艺工作站站长强勇说。

【感言】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

开对当地文化资源的转化利用。“保

护一项非遗，创新一个产业，带动一

方经济，造福一方人民”，是需要广

大师生长期探索的课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彝族服

饰课题组成员 温 博

文化扶贫

激发脱贫内生动力

■■深聚焦深聚焦··教育扶贫攻坚克难③教育扶贫攻坚克难③R

核心阅读

深入乡村学校，让孩子接受更高质量的教
育；提升医疗服务，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开
展 文 化 扶 贫 ，把“ 指 尖 工 艺 ”变 成“ 指 尖 经
济”……决战脱贫攻坚，各高校创新帮扶形式，
把人才、资源优势等与贫困地区短板结合起来，
让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镜头】2020 年 12 月，复旦大学

附属金山医院耳鼻喉科医生、第十

批援云南永平县人民医院医疗队成

员金漭完成了到永平后的第一例全

麻手术。患者是一位 5岁的小姑娘，

反复咽痛伴打鼾、憋气两年多，术后

症状明显改善。“腺样体切除术是一

项成熟的小手术，但在永平县还是首

例。通过带教传授，相信县医院不

久就可以自主开展了！”金漭说。

“我们以前不敢给一些病人诊

断，现在诊疗水平上来了。”永平县人

民医院内一科主任田大全在复旦大

学附属华山医院和中山医院进修后，

治病救人的技术和信心也增强了。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超声科

主任徐作峰手持探头操作，不到 5
分钟，一份 5G 远程超声诊疗图文报

告就送到云南凤庆县患者手中；四

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专家团队深入

平均海拔 5000 米的西藏那曲市班

戈县新吉乡，农牧民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优质医疗资源……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针对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高校

发挥医学学科专业及附属医院作

用，帮助扶贫县改善医疗卫生设施

和条件，提供医务人员培养培训、巡

回医疗、远程医疗等，引进帮扶资

金，建立医疗人才帮扶“绿色通道”，

推进医联体及重点专科建设，持续

提升扶贫县医疗服务能力。

“上医治未病”，帮助贫困地区

群众树立公共卫生意识、倡导健康

的生活方式、预防和减少疾病发生

是健康扶贫的重要内容。为此，华

中科技大学校医院医护人员走村到

户，开展村医培训、健康普查。

“以前我们发放婴幼儿免费营

养包，一些村民几乎从来不用，他们

不会煮，也不大相信我们。”云南临

沧市临翔区邦谷村村医刘应君感觉

到，乡亲们的健康意识增强了，“现

在，我们到村民家体检、教他们煮营

养包，村民们可欢迎了！”

【感言】授 人 以 鱼 不 如 授 人 以

渔，我们不仅要为患者除病痛，还要

为当地培养人才、把技术留在边疆，

打造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内镜中

心副主任 李士杰

健康扶贫

家门口享受优质医疗

【镜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南校

区 6 号楼 407 宿舍的 3 名男生参加

“研究生助力团”归来，一起交流经

验。“我跑遍了陕西镇巴县青水镇的

每 个 村 ，开 展 科 普 教 育 。”郭 忠 义

说。“我在镇巴县简池镇开展了蜱虫

流行病学调查。”张欣说。“在我们陕

西合阳县和家庄镇，农户的中药材

种植技术大大提高了！”张昊笑道。

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已探索

形成“书记帮镇助力团”“专家教授助

力团”“研究生助力团”“本土优秀人

才先锋服务队”等智力扶贫体制机

制，将智力扶贫做实做细。

扶 贫 既 要 富 口 袋 ，更 要 富 脑

袋。广大高校发挥智囊团作用，聚

焦贫困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扎实

开展调查、论证、研究、推广、培训等

工作，为当地提供了决策咨询、智力

支持和人才支撑。城乡规划、产业

发展、资源利用、生态保护……贫困

地区发展中面临的问题，都可以从

高校师生那里找到答案。

过去的青海大通回族土族自治

县景阳镇土关村，垃圾、污水处理

难，厕所在户外。北京建筑大学丁

奇教授团队带领村民开展美丽乡村

建设，臭水沟变成了生态河道，家家

户户用上了冲水式厕所，村里还办

起农家乐。在宁夏隆德县张树村，

不少群众养殖肉牛，但缺乏青贮饲

料制作技术，饲料霉变严重，浪费较

大。张树村驻村第一书记、厦门大

学干部胡雄联系厦门大学教授卢英

华，应用卢教授研制的青贮饲料发

酵剂，提高了饲料品质。

据统计，“科技小院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带动高校专家教授编写农

民培训教材 276 套，培训农民 20 多

万人次；“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活动

带动 318 万名高校师生深入贫困地

区，开展了 37.8 万个创新创业项目。

【感言】参 与 国 家 重 大 科 技 攻

关、通过智力帮扶推动脱贫攻坚都

是我们肩负的使命。两种使命，一

种情感，高校师生义不容辞！

——北京理工大学材料学院副

研究员 柳彦博

智力扶贫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

广大高校师生积极发挥优势，开展特色扶贫项目

打造“带不走”的扶贫队
本报记者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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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云南省泸水市老

窝镇老窝村，云南省农科院

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研究所

党委书记李进学（右）指导村

民科学种植。

江文耀摄（新华社发）

图②：浙江工业大学实

践队的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

为村民直播带货。

姚海翔摄（人民视觉）

图③：甘肃省岷县秦许

乡马烨村，甘肃农业大学动

物 医 学 院 党 委 书 记 成 述 儒

（左）指 导 农 民 肉 牛 养 殖 技

术。张学军摄（人民视觉）

图④：送别班会上，广西

融水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的

学生与西北工业大学支教团

的老师依依不舍。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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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翻阅学生的期末成绩，

正在甘肃宕昌县大寨九年制学校支

教的天津大学学生贾浩然十分欣

慰：“一学期下来，平均分提高了十

几 分 ，孩 子 们 也 更 大 方 自 信 了 。”

2020 年 8 月，贾浩然与研究生支教

团的同伴们带来了“梦想加油包”。

除了新书包、笔记本、小贴画，还有

无人机、航模、尤克里里……

“教育扶贫是管长远、管根本的

治本之策。”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

俊说，“用高校资源带动偏远贫困地

区发展，将教育之火播撒到乡村，是

广大高校的责任与担当。”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

要途径，而高校具有教学资源丰富、

师资力量雄厚的优势。为助力打赢

教育脱贫攻坚战，多所高校通过设

立志愿者支教服务基地、选派骨干

教师支援当地中小学、开设远程课

堂等，提高扶贫县教育教学水平。

在云南弥渡县，高中教学水平

不高、优质高校录取率不理想等问

题曾导致生源流失，学生外地求学

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北京大学支

持弥渡一中设立“博雅自强班”，发

挥龙头带动作用，提升教育质量。

在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中

国人民大学帮助筹措教育建设经费

647 万元、图书 7 万册、电脑 563 台

等，人大附中、人大附小与兰坪县的

中小学建立了长期帮扶机制。

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不少

高校开展各种形式的教师培训，支

持扶贫县教师队伍建设。上海交通

大学近年来累计培训云南洱源县教

师 1900 余人次，洱源一中音乐教师

李爱玲就曾到上海交大附中跟班学

习、到上海音乐学院进修。“我不仅

学到了先进的教学方法，还明确了

奋斗目标——不断学习成长，不辜

负学校对我的培养！”

【感言】支 教 不 仅 教 授 课 本 知

识，更要鼓舞孩子们的信心。每一

个孩子都是等待发掘的宝藏，我们

要在他们心中撒播下梦想的种子。

——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 赵晓宇

教育扶贫

把梦想种在孩子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