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鹏

要说5月最火爆的网络现象，

就是“挖呀挖”这首儿歌。几名担

任幼儿教学工作的年轻女教师，以

青春的朝气、靓丽的外形、治愈的

嗓音以及活泼的表现力，把这首儿

歌带火了。

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出发，

“挖呀挖”的爆火，却揭示出另外一

只“房间里的大象”：这几名教师是

把自己上课录制的视频发到了网

上，从而引起了关注，才逐渐形成

爆款。她们这样做是否合适？我

认为此举并不妥。

课堂教学是教师、学生、课堂三

者合一的场景，教师与学生通过课

堂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教学的闭

环。加入视频拍摄环节，使得这个

闭环出现了一个缺口，手机成为教

师和学生之间的“第三者”。通过手

机这个媒介，不计其数的网友涌入

了这个教室，共同构建出一个新的

场景。通过“闯入”幼儿园的音乐

课，网友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童真，并

得到了治愈。这是对这类视频的传

播学解释。

问题在于，课堂上“闯入”了

无数的围观者。教师原本只需要

在旧有的闭环中完成教学工作即

可，但随着新媒介的引入，新的场

景使得教师明显分心，工作重心

受到了干扰。在上课的同时，还

要兼顾手机的拍摄镜头，考虑拍

摄的效果，增加表演的元素。虽

说上课也是一种表演，但不是对

在场的学生表演，而是面对手机，

对那些“人不在场”但“视线在场”

的网友进行表演。一个必然的结

论就是，视频上的表现力更为重

要，学生以及课堂内容就不再是

最受关注的重心，教学效果自然

会受到影响。

为了保证教学效果，学校的教

务部门都制定了教师纪律要求，这

些规定大同小异，包括不能迟到

早退、不能抽烟喝酒吃东西、不能

随意进出、不能打骂恐吓学生等，

其中大多数学校都会对教师上课

使用手机作出规定。一般来说，

都会禁止教师在上课的时候接

听、拨打电话。对于教师来说，即

使是最轻微的教学事故，都是工

作中的一个污点。学校对手机使

用的严格规定，目的就是维护教

学场景的完整性，以及教学效果

与教学计划的统一性。既然如

此，带手机到课堂上录制视频，就

显得不够专业。

更重要的是，视频上传可能

会给孩子们带来不良后果。目前

我们还看到一些教师拍摄视频

时，镜头对准的是自己班上的孩

子，让他们回答一些事先“策划”

的问题，然后把孩子们天真可爱

的样子发到网上去，由此引发关

注。未成年人的肖像权等人身权

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教师

拍摄未成年人视频并上传网络，

如果没有得到监护人同意，其实

已经涉嫌侵权。

教师在业余时间自己拍摄视

频上传，多火多热闹都没关系。教

师上课教学是一种职务行为，因此

拍摄上课教学活动视频并不完全

是个人行为，按理说需要获得所在

教育机构的同意，才能够上传。而

由此产生的正面和负面效益，也都

与教育机构有关。

手机视频作为一种互联网内

容传播形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模

糊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边

界。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应厘清其

中的关系。“挖呀挖”这样在课堂上

拍摄视频并将其上传到短视频平

台的行为，并不应当鼓励。

“课堂视频”上网，此风不可长

●手机视频作为一种互联网内容传播形式，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模糊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

边界。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应厘清其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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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欣红

近日，教育部等十七部门联

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

（2023—2025年）》（以下简称《行

动计划》）。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逐步成

为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社会性难

题，已逐渐从成人、职业群体扩展

延伸至大中小学生群体，并呈现低

龄化发展趋势。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升学生心

理健康素养，刻不容缓。

心病需要心药治。加强青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已经成为社会共

识：教育部门联合卫生健康委等相

关部门，合力推动学生心理健康工

作；各地和学校积极探索推进学生

心理健康工作，丰富心理健康教育

形式，推进医校协同和家校沟通。

但是，囿于种种因素，仍存在心理

健康知识匮乏、认知不足、师资队

伍建设有待加强等问题。

此次，教育部等十七部门研究

制定了《行动计划》，部署开展五育

并举促进心理健康、规范心理健康

监测、完善心理预警干预等八项重

点工作。一套“组合拳”，充分彰显

了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坚持

了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囊括了心

理健康工作的方方面面。

守护学生心理健康，关键在于

防患未然。《行动计划》通过构建健

康教育、监测预警、咨询服务、干预

处置“四位一体”的学生心理健康

工作体系，完善学校、家庭、社会和

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学生心理健

康工作格局，意在防微杜渐，确保

及时发现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将其

遏制在萌芽状态，可谓切中肯綮。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行动计

划》明确提出将学生心理健康工作

纳入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的评价，纳入学校改革发展整体

规划，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和督导评

估指标体系，作为各级各类学校办

学水平评估和领导班子年度考核

重要内容。这意味着加强学生心

理健康工作绝不是停留于号召呼

吁的层面，而是动了真格。比如

《行动计划》要求，到2025年，配备

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学

校比例达到95%，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比例

达到60%，旨在让教师和家长具备

相关的心理学知识，在孩子遇到问

题时及时给予有效引导。

孩子的心理是否健康，学校和

家庭无疑是两大关键。学校要端正

育人理念，坚决破除“唯分数、唯升

学”顽瘴痼疾，把学生的身心健康发

展放在首位，以德育心、以智慧心、

以体强心、以美润心、以劳健心，全

方位促进心理健康。同样，家长要

树立科学的育人观，不能只看成绩，

而要为孩子提供宽松的成长环境。

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

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孩子是家庭

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关爱青少年

心理健康，固然需要相关部门和学

校不折不扣地落实《行动计划》的

相关要求，更需要全社会一起来打

好“组合拳”，为孩子们织起更严密

的心理保护网，呵护他们健康茁壮

成长。

打好守护学生心理健康“组合拳”

●一套“组合拳”，充分彰显了坚持问

题导向和系统观念，坚持了健康第一的教

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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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当代青少年在享受网络便利的同时，也面临着网络带来的冲击，产生手机依赖、

网络成瘾、信息焦虑等问题，形成数字压力。近期的一项关于我国青少年数字压力实际情况的研

究表明，我国青少年数字压力得分为2.69分（总分5分），低于国外青少年数字压力测量得分（2.74

分）。从研究结果来看，我国青少年数字压力整体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压力集中于网络社交层面。

▲

□童抒雯

大雨天，多名学生在校门口淋

雨等待学校开门，但因为时间未

到，学校“倔强”关门。近日，一则

关于学生淋雨等待学校开门的视

频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视频中，部分学生提前到校，但

因为校门未开，不得不在雨中干等，

其中还有少量学生没有携带雨具。

学校的行为引发了家长的不满。

随后，当地教育局的回复再次

引爆网友们的情绪：“恶劣天气家

长更要做好预案，也会给学校说，

面对特殊天气会安顿好学生。”看

似十分周全的回复，却在字里行间

流露出一种冷漠傲慢的姿态，不禁

让人反思，这扇打不开的大门背后

究竟是什么？

学校出于安全的考量，“死守”

开门时间。在校方看来，学生一旦

进入学校，其人身安全和去向都属

于校方的职责范畴。而当时在学

校的教师并不多，如何保证学生在

这个“无人监管”时段“万无一失”，

对学校是一次考验，更是一次博

弈。于是，学校选择宁可让学生在

校外多等一分钟，也不让风险指数

增加一点点。但是，这样的“安全

牌”真的有效果吗？

再“冷”的规章制度也需要温

度。一般情况下，学校按时开门的

做法并无不妥，但是遇到特殊天气

情况，比如暴雨雷电天气，当学生

们需要冒雨等待时，学校依然采取

公事公办的态度，这扇打不开的大

门很可能就会成为家校关系中再

也无法打开的心门。

将先到的学生安排在一个教

室里自习，让没带伞的学生进屋

躲雨，征集家长志愿者进校看管

学生……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缓

解当时的“剑拔弩张”，但是学校却

采取了最不符合时宜的做法——

“一拒了之”。

教育的本质是要以人为本，以

生为本。关爱学生、尊重学生更是

学校开展教育活动的前提和出发

点。学校教育是一种示范教育，学

校和教师的行为很有可能会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学生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当学校教育学生要有仁爱之

心，关爱他人时，不仅仅要体现在

言语上，更要体现在行动上。显

然，该校的做法是一次错误示范，

正如有网友评论，“这样教育出来

的孩子，怎么指望他们有人情味”。

解决矛盾需要的是一场平等

的对话，而不是一句居高临下的

“指导”。家庭、学校、教育行政部

门的关系微妙又复杂，在这场博

弈当中，只有摆正了位置，做对了

姿态，才能得到相互的尊重和体

谅。无疑，教育行政部门的发声

是一次“火上浇油”，几句“爹味”

很浓的劝解，似乎把“锅”都甩给

了家长和学校。事实上，面对愤

怒的家长、尴尬的学校，教育行政

部门不妨给家长多一些设身处地

的着想，给学校少一些必须遵守

的“硬指标”。

规章制度并非学校头上的“紧

箍咒”。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多一

些弹性，多一些人文关怀，才是教

育的真谛。

“硬”规当前，还需多一些弹性

毕业照别“华而不实”

临近毕业季，给毕业班的孩子拍毕业照无可厚
非。但近期多地家长反映，动辄几百甚至上千元的
毕业照拍摄费用让家长感觉“被绑架了”。当孩子的
毕业照、毕业宴、毕业旅行的形式越来越“卷”，不仅
会让孩子之间产生攀比心理，也会让家长承受不必
要的经济负担。要做到规范管理、合理收费，让毕业
庆祝活动回归本来的样子。

（王 铎 绘）

让网络环境风清气朗

□李 平

要正视青少年数字压力，就不得不正视

青少年身处其中的网络环境是否健康、安

全、绿色、有序、无污染。

青 少 年 是 一 个 庞 大 的 上 网 群 体 。

CNNIC第50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我国19岁以下

网民规模达1.86亿人。网络是当代青少年学

习知识、交流思想、休闲娱乐的重要平台。

网络凭借平等性、互动性、无约束性、超时空

性等特点，对青少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让

不少青少年沉迷，并产生手机依赖、网络成

瘾、信息焦虑等问题。

互联网时代，为青少年打造健康友好的

网络环境，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近

年来，我国网络法治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网络

生态治理力度不断加大，网络治理成效明

显。但不可否认的是，构建良好网络生态、净

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很难毕其功于一役。

要让青少年正确健康地使用手机，让互

联网真正成为青少年的良师益友，就不能

对传播不良信息、诱导青少年打赏、网络欺

凌等网络乱象听之任之。社会各界需达成

共识，发挥政府、家庭、学校、企业和青少年

自身五个方面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合力，促

进网络环境的风清气朗，让青少年远离数

字压力。

网络平台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对

网络内容进行严格把关，有效清理网络低

俗信息，守住法律红线，升级未成年人防沉

迷机制，对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短视

频设置自动屏蔽系统等。家长作为防治未

成年人网络成瘾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及时

履行网络教育职责，关注孩子上网情况，严

控孩子上网时间。

学校的网络素养教育更是势在必行。

学校要探索和创新网络素养教育，加强网络

行为规范、网络文明礼仪、网络防沉迷知识、

涉网相关法律知识等方面的学习教育，改善

课程设置，开设网络素养教育相关课程，并

要求教师引导学生提升网络信息获取、辨

别、分析、批判等各种能力。

如何正视青少年数字压力？

□夏熊飞

数字压力是指对特定刺激（如信息通知）或

刺激类别（如数字媒体）的一种主观生理、情感

或行为反应。身处“数字”无处不在的时代，数

字压力必然也是如影随形，当数字压力过大或

没有得到有效应对，容易对人的身心产生负面

影响，尤其是对于三观尚未完全成熟、抗压能力

相对较弱的青少年而言，危害更甚。因此，家

庭、学校乃至社会都有责任帮助和引导青少年

有效管理数字压力。

家庭是青少年接触与使用网络内容、电

子设备等的最高频场所，家长理应成为帮助

孩子有效管理数字压力的第一责任人。一方

面，家长要正确认识手机、智能电视等数字化

产品，既不能将其当成洪水猛兽，要求孩子与

之绝缘，也不能掉以轻心任由孩子沉迷，更不

能把手机等当成育儿神器，自己则当“甩手掌

柜”；另一方面，要以身作则，控制自己使用电

子设备的时长、频率，经常关注孩子上网习惯

及内容，多交流、多沟通，帮助孩子正确管理

与排解数字压力。

当前，中小学校园基本都对电子设备进校

园画了红线。可除了“堵”，恐怕也需要在“疏”

上多下功夫。网络、电子设备的使用在青少年

的生活及学习中难以避免，学校不妨引导学生

关注网络价值认知、隐私安全保护、网络成瘾危

害等知识，帮助学生科学系统认识数字时代、数

字压力，从而更有效地管理数字压力。

家庭、学校的帮助、引导只是外因，起决定

作用的还是青少年自身。作为数字时代的原住

民，在享受互联网、电子设备等带来的便捷，通

过社交平台拓展自己的事业、交际圈子的同时，

也应有避免成为“数字奴隶”的警觉，树立正确

的网络价值观，厘清现实世界与虚拟网络环境

的边界，减少对碎片化、低智化网络内容的依

赖，养成健康的网络使用习惯，掌握主动权，做

“数字”的主人。

□付 彪

“无社交，不互联”，网络社交媒体正改变着

人们的社交方式。很多成年人通过网络社交消

解压力，青少年更有这方面的需求。

《青少年蓝皮书：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

报告（2022）》显示，未成年人上网普及率显著高

于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手机在众多上网设备中

占首位，使用短视频软件的比例超过六成。调

查发现，青少年网络行为呈现出较高的社交性

和互动性，线上社交是青少年上网最主要的活

动之一，其他网络活动最终会向社交圈导流。

据媒体报道，基于共同兴趣和同质审美建

构起来的社交圈，已成为青少年发展社交关系

的新场所，如盲盒圈、网游圈、饭圈、“二次元”

圈等。在功能上，网络社交满足了青少年寻找

同伴、获取情感支持的需求，很多青少年往往

会沉迷其中。

青少年沉迷网络社交的危害显而易见，如

长时间使用网络可能损伤视力、听力，影响生长

发育，造成学业成绩下降，诱发焦虑、抑郁等问

题，还会对青少年的思想行为产生许多负面影

响。网络社交媒体的沟通模式倾向于碎片化交

流，久而久之会导致青少年语言表达能力下降，

阻碍其社交技能发展，引发亲子关系、人际关系

紧张问题；网络内容良莠不齐，容易造成青少年

道德价值观的迷失；一些圈子被资本绑架，会让

青少年不知不觉深陷其中；等等。

防范青少年沉迷网络社交，需要多管齐下、

齐抓共管。相关部门要重视和关注过度使用社

交媒体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不良影响。学校应

加强网络社交防沉迷教育，并采取相应措施，做

到早发现、早干预。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多些陪

伴，为孩子做好表率，帮助孩子增强自制力，控

制使用社交媒体时间，培养孩子多方面兴趣爱

好，不断提升孩子的现实社交能力。

警惕青少年沉迷网络社交

学会有效管理数字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