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推荐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站在国家层

面进行顶层设计，做好新一轮中长期科

技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影响深远，关系

到我国科技创新战略性部署，关系到未

来国家发展全局。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

示，希望科技界、社会各界都关注中长期

科技发展规划，凝聚智慧，形成共识，共

同谋划好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的大计。

科教观察 Science&EducationScience&Education
ObservationObservation

2019.10.09
星期三

科教观察编辑部

主任：王志

本版编辑：张海莺

新闻热线：（010）56805252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whzk619@163.com

科教动态

科教时评

擘画未来15年
中国科技创新蓝图

6版
小 欢 喜 大 教 育

社会各个层面越发重视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更加支持家庭教育的发展，
共育局面逐步形成，家庭教育展现良性发展

用 爱 心 化 解 孩 子“ 熊 心 ”

我国将大幅提升在线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本报讯 据安徽省教育厅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安徽省在“智慧资助”试点工

作中，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手段，实现

部门数据对接与信息数据共享，辅助学

校精准识别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并从

2019年秋季学期起，将所有本科阶段高

校全部纳入试点范畴。

安徽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

李炳银介绍，为进一步提升学生资助政

策实施成效，提高资助精准度，2017年

起，安徽省在部分市县和11所高校组织

开展了“智慧资助”试点工作，试点单位

在资助对象精准识别、简化工作流程、数

据互融互通、资助资金精准分配等方面

获得了阶段性进展。2019年秋季学期

起，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将所有本科

阶段高校全部纳入试点范畴。

“在落实学生资助政策的过程中，安

徽省围绕脱贫攻坚这一国家战略，全力

以赴抓好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资助工作，实

现了‘学段全覆盖、对象无遗漏、标准最高

档、项目可叠加、结果全告知’的工作目

标。”李炳银说，2018年安徽省资助建档

立卡家庭学生15.5亿元、124万人次。

自2019年起，安徽省增加高职院校

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418个，高职国家励

志奖学金资助面由3%提高到3.3%，每生

每年5000元。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平均

资助标准提高至每生每年3300元，高职

在校生国家助学金资助面提高10%。

（周 畅）

□ 李自良 白靖利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

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全社

会要担负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家庭到学

校，从教育部门到妇联，社会各个层

面越发重视青少年的成长成才，更加

支持家庭教育的发展，家庭、学校、社

会共育的局面逐步形成，家庭教育展

现良性发展。

爱心陪伴
我的成长盼望你全程参与

北京高中生小正的遭遇让很多

人唏嘘不已。

他的家庭条件非常好，原本是别

人羡慕的“成功人士”之家。可小正

的父母工作太忙了，要么出差要么

出国，他还在襁褓中就被寄养在姨

姥姥家，直到六岁上小学才回到父

母身边。

可在父母身边的生活和学习并

没有让小正感到快乐。

“他父母对自身要求高，对儿子

也寄予厚望，在家庭教育中扮演了

‘强势’‘冷漠’的角色。”北京市海淀区

人民检察院第七检察部主任杨新娥

后来通过与小正及其父母长谈发现，

这对父母不仅对孩子被同伴欺负的

情况毫无察觉，还经常批评甚至打

孩子。

初中开始抑郁，高中严重抑郁，

最终在一次冲突中爆发，小正涉嫌故

意杀人。

悔恨让小正的父母不停地流泪，

但孩子的成长再也不能“复盘”。

“不健康的亲子关系、有问题的

家庭教育容易导致未成年人犯错乃

至犯罪。”杨新娥说。

远在2600公里外的云南省昆明

市，坐在轮椅上的徐瑞阳说起自己的

生活一脸阳光灿烂。

两岁时就被确诊为“脊肌萎缩

症”，医生曾断言她活不过四岁。但

徐瑞阳的父母没有放弃。他们到处

找医生、想办法给她治疗，并不断鼓

励她“身体跟别人不一样，但是其他

方面你不比任何人差”。

尽管徐瑞阳再也没有站起来，但

是她一直保持乐观开朗，还被评为

“最美中学生”标兵。在幸福家庭的

滋养下，这个轮椅上的姑娘一路成为

“学霸”，今年高考以607分的好成绩

被四川外国语大学录取。

徐瑞阳说自己很感谢爸妈：“他

们一直支持、鼓励和引导我，总是鼓

励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原生家

庭中是否有爱与温暖的陪伴，是孩子

安全感的建立以及未来人际关系、工

作关系、婚恋关系是否和谐的保障。”

北京今雨来心理健康研究中心首席

心理咨询师舒唱说，这份爱与陪伴似

阳光，可以升出“小太阳”。

父母也需要学习
我跟孩子一起成长

“现在给大家30秒时间，把手上

的A4纸撕碎。”新学期开学后的第

一个周末，山东济南泉城公园的一

角，一位穿着“社会义工”背心的志愿

者高声地说。

话音刚落，40多位父亲和孩子

立马行动了起来。孩子手劲儿小，撕

了几下之后，就交给一旁的爸爸。不

到半分钟，一张纸便被撕得稀碎。

“现在再给大家5分钟，请把这

张纸拼回去。”这位志愿者又高声

地说。

“当时在场的爸爸和孩子都懵

了——这纸哪能再拼回去？”山东济南

舜耕小学“爸爸俱乐部”负责人祝海龙

笑着说，这是“爸爸俱乐部”在新学期

组织的活动，主题是帮助孩子与家长

了解垃圾分类的内涵与意义。

舜耕小学“爸爸俱乐部”成立10

年来，定期安排爸爸们走进教室上一

堂课、组织校内篮球赛等活动，先后

有4000多位爸爸参与其中。除此之

外，学校还成立了“家长护卫队”“辣

妈联盟”等家长组织，家长和学校成

为互融共生的生态教育共同体。

舜耕小学语文教师孙潇童说：

“鼓励爸爸妈妈走近孩子、走入学校、

走进教育，才能让家长与孩子共同成

长。”在孙潇童的班级，她曾组织孩子

与家长相互写信，进一步融洽了亲子

关系。

“不知道如何和孩子沟通”“越管

逆反心理越强”，湖南涟源市民卢顺利

对此体会很深。她有两个孩子，“家

庭教育”一直是她最大的挑战。“以

前教育孩子总是按照自己的理想

去教育，这让孩子难以接受，我也很

郁闷。”

和孩子激烈争吵、孩子赌气冷战

甚至离家出走……“不少家长、孩子

都因为教育不对称痛苦不堪。很多

家长来学校找老师求助，希望我们能

‘支招’家庭教育问题。”长沙砂子塘

泰禹小学校长李臻说。

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国内多个

家庭教育研究机构以及专家团队联

手打造的网上家长学校，充分利用

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整合“家校

社”资源，搭建家长交流平台，提供

家长课堂、名校课堂、育儿常识等多

方位服务，全面助力家庭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

网上家长学校，为卢顺利打开了

一扇窗。利用碎片化时间，她系统学

习了“这样爱你刚刚好”专题，为自己

面临的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

“网上家长学校让家长通过线上

个性化学习，和孩子一起成长，真正

为家庭带去改变，是提升家庭教育质

量的一个有益的补充。”李臻说。

给家长“立规矩”
让爱聚在孩子身边

女儿五年级下学期开始，河北石

家庄市民边娜母女俩的关系就变得

紧张。

“她开始不听话、有自己的主意，

质疑我的决定。”边娜开始觉得同孩

子的沟通方式必须调整，尤其是一天

母女俩因为写作业不及时的问题引

发了争吵，女儿质问：“妈妈，你每天

除了让我写作业，还关心其他别的事

情吗？”

许多家长都有过跟边娜一样的

困扰，面对这种状况，河北省教育厅

创立“家长第一课”，邀请家庭教育

名师，对家长进行年度家庭教育解

读和指导，帮助家长更好地了解孩

子在新年级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和

典型表现。

“家长第一课”让边娜知道了问

题出在哪儿。“孩子成长了，心理、生

理都发生了变化。这是我必须面对

的，但我还停留在过去，已经跟不上

孩子的成长。”边娜说。

“家庭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孩子送

去补习班，而是要在他们身边一点

一滴言传身教。所以家长要不断提

高自身素质，给予更多高质量陪伴。”

石家庄东风西路小学六年级班主任

马贝贝说。

“从今年6月起，《江苏省家庭教

育促进条例》正式施行，条例明确了

家庭教育的任务和方法，可以归结为

‘立德树人’‘言传身教’八个字。”家

庭教育专家王淑娟说，希望条例能够

督促更多的父母重视家庭教育，做好

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不仅在江苏，重

庆、江西、山西等地均已出台家庭教

育地方法规，为家长“立规矩”。

据了解，近年来，全国妇联、教育

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中国儿

童中心等部门先后启动“四好”幼儿

家庭行动计划、“中国家长节”“心系

妇儿—家庭教育空中课堂”等活

动。暑期以来，各级妇联组织深入

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集中地区

开展家庭教育和儿童关爱服务活

动，50多万名高校大学生、妇联执

委、三八红旗手、巾帼志愿者等参与

志愿服务。

□ 杨国营

国产动漫电影《哪吒之魔童降

世》一度热映，吸引了大批家长带孩

子一起观看。据媒体报道，不少家长

看到了影片中蕴藏的“教育经”，从

“魔童”哪吒身上看到了自家“熊孩

子”的影子，并从哪吒的父母和师父

身上学习到了教育之道。

影片给哪吒打造的人设，是一个

出生即带有魔性的超级“熊孩子”，他

任性使气，到处闯祸。面对这样一个

与众不同的问题儿童，哪吒的父母和

师父始终没有放弃他，或盲目挥舞棍

棒教育他，而是以最大的耐心包容

他，用爱和智慧把他引向正途。这是

影片传递出的重要教育价值观。

哪吒是艺术化、夸张化了的大

号“熊孩子”，现实生活中的“熊孩

子”虽言行没那么出格，但他们与众

不同的人格特征、行为模式，总是让

家长和老师头痛不已。“熊孩子”从

何而来？有观点认为“熊孩子背后

必有熊父母”。平心而论，如此“指

控”对很多家长来说并不冤枉，大量

“熊孩子”的出现，背后往往是家长

无原则地纵容放任的后果。当然，

也有家长抱怨自家孩子“生性顽

劣”，实在难以管教。显而易见的

是，把一个天资聪颖、性格温良、勤

奋上进的“好孩子”培养成材或许要

简单得多，家长和老师也要省心得

多，但现实中，近乎完美的“好孩子”

似乎总是别人家的，大部分孩子难

免或多或少存在缺点和不足。

家有“熊孩子”并不可怕，关键是

怎样对待他们。面对孩子的另类、个

性，家长首先不能戴着有色眼镜，盲

目给他们贴上“熊孩子”甚至“坏孩

子”的负面标签，这样只会给孩子更

多消极暗示，使他们逐步走向与父母

和老师对抗的道路。如此一来，教育

效果将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作为家长，正确的方法，应是以

最大程度的爱与包容给孩子传递积

极健康的正能量，引领孩子健康成

长。最近，浙江宁波一位小学生的爸

爸王先生，花了20多天，把日本经典

动漫电影《千与千寻》的故事，用7000

多字的文言文改写出来，极大地激发

了女儿学习古文的兴趣，现在孩子已

在尝试用文言文写作。有媒体评价

道，这位爸爸达到了“陪读新境界”，

无数网民更是感慨“又是别人家的爸

爸”。其实，不是每个家长都有这样

的文化修养，但每个家长都可以学

习这位父亲教育女儿、表达爱意的

方式——走心。

每逢假期，坊间总会流传家长为

孩子报班花费几万元乃至十几万元

的消息，但与此同时，孩子因过重的

学习压力而与父母爆发冲突，甚至做

出离家出走、轻生等极端行为的新

闻，也不时出现。问题何在？孩子没

感受到父母的爱，父母自以为是的

“爱”成了孩子不能承受之重。一些

父母只知为孩子花钱报班，却不懂得

拿出时间和精力陪伴孩子成长，这种

所谓的“爱”只是瘪了钱包却没有走

心，假使孩子从父母那里感受不到真

正的爱，而总是感到无尽压力，家长

即便花钱再多，也是无用。

育人如植树，需适当修剪旁逸斜

出的枝丫，让主干茁壮生长。面对存

在各种问题的孩子，仅有爱是不够

的，正确的教育方法很重要。不少家

长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孩子符合某

种理想模板，结果经常事与愿违。每

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拿一把尺子

去衡量所有孩子显然有失公允。作

为家长和老师，要看到孩子身上的闪

光点，然后因势利导，让孩子的优点

成为他最显著的正面标签。正像影

片中的哪吒，虽“魔性”十足、爱惹是

生非，但他同时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和

勇于斗争的精神，这是难能可贵的杰

出品质。其实，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

类似的闪光点，让孩子自身的“人性”

战胜其“熊性”，使其闪光点战胜瑕

疵，这或许就是教育的目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这话看

似绝对，却自有其道理。并非每个孩

子都是完美的，一些孩子甚至天生自

带“魔性”“熊性”，但家长要相信孩子

天生具备“天使”的属性，唯其如此，

才有助于他们顺利长出可供翱翔的

翅膀，而非在无尽地批评指责中黯然

折翼。

本报讯 教育部等11个部门近日

联合印发指导意见，促进在线教育健康

发展，提出到2020年，大幅提升在线教

育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

域的应用更加广泛、在线教育模式更加

完善，资源和服务更加丰富。

这份文件指出，要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推动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

规模化应用，加快建设教育专网，到

2022年实现所有学校接入快速稳定的

互联网。

同时，要扩大优质在线教育资源供

给，举措包括鼓励社会力量举办在线教

育机构，推动学校加大在线教育资源的

研发和共享力度，实施“教育大资源共享

计划”，建设一批高质量在线课程等。

此外，指导意见还规定，要保护消费

者权益，明确在线教育服务提供规则，畅

通消费投诉渠道。 （施雨岑）

安徽试点“智慧资助”大数据
识别困难学生

乐享国乐享国庆长假庆长假
国庆假期，人们纷纷走

出家门乐享假期。图为在河

北邯郸市磁县方特主题公园

内，游客在练习书法。

新华社记者 王 晓 摄

许鸿飞把自己的追求和梦想融入每

一天、每件作品、每个细节中，与时代同

频共振，把鲜活意象的“宏大叙事”贯穿

到每个瞬间，如涓涓细流汇聚成磅礴的

力量，以文化推进伟大祖国新发展。

重构“宏大叙事”
溯 源 中 国 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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