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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记者
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等十五
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光明行动工作方案（2021—2025
年）》，共同实施八个专项行动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
长、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
作联席会议机制办公室主任王登峰介
绍，八个专项行动包括引导学生自觉
爱眼护眼、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强化户
外活动和体育锻炼、科学规范使用电
子产品、落实视力健康监测、改善学生

视觉环境、加强视力健康教育等。其
中着重强调，引导家庭配合学校切实
减轻孩子学业负担，不盲目参加课外
培训、跟风报班；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
内、校外各1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鼓
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1节体
育课；确保手机有限带入校园、禁止带
入课堂等。

工作方案提出，力争到2025年每
年持续降低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自
2018年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综合
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以来，
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与成效。

十五部门联合实施光明行动

随着数字化深入发展，学校的课
堂学习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电子设
备。然而，“电子作业”真的能代替“纸
质作业”吗？近日，教育部下发通知，
要求学校在教学中使用电子产品的时
长不超过总时长的30%，并在原则上
继续采取纸质作业。这不仅是为保护
孩子视力，也为锻炼孩子的“动手能
力”。实际上，即便是在数字化程度较
高的发达国家，将电子作业完全替代
纸质作业的做法也备受争议。

芬兰模式备受争议

目前，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中小学
仍保持纸质作业，但也有国家已全面
取消手写要求。曾多年在国际“比萨
测试”中取得冠军的北欧教育强国芬
兰，从2016年开始就进行了一场书写
革命——在中小学取消了手写。

芬兰教育部门认为，写字占据了
学生尤其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过多
时间，且对部分学生来说“过于复
杂”。他们称，用键盘撰写文本能让学
生更专注于内容，并且无需为练字而
浪费时间，自动更正还有助于学习语
法。该国教育部认为，统一的字体有
利于教师阅读，学生不会因写字“像虫
爬”而被扣分。

此新规一出，立即在欧洲引发争
议。支持者认为，日常生活正变得越来
越数字化，成年人也很少需要手写，芬
兰的做法是一种“未来式的教育”。反

对者则表示，手写是一种不能轻易放弃
的文化财富，有利于感官上学习内容，
并更好地记住知识。目前，欧洲国家关
于学生作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学习芬
兰，比如挪威正全国逐渐推动电子作
业，一些学校进入了作业完全数字化的
教学模式，另一些学校则分步推进；二
是学校自主决定，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正
在实行这一模式，可能将一部分教学内
容或作业进行数字化。

德国柏林基础教育研究学者鲍尔
表示，这几年，欧洲的一些学校已经在
学习芬兰，尝试放弃书写。但是，目前
真正完全放弃书写的学校很少，家长
和教育界也基本不赞成。不少国家的
教育部门也都明确规定，不能放弃手
写。即使在芬兰，争议也越来越大。
有些专家甚至认为，今年芬兰在“比萨
测试”中成绩下滑，原因和取消手写作
业有很大关系。

手写能激活大脑感官体验

挪威科学技术大学（NTNU）去年公
布的一项调查结果引起强烈关注。这
所大学的神经心理学教授范德米尔及
其团队于2017年开始，进行了多年的
手写学习和电脑使用的比较研究。结
果发现，不论年轻人还是儿童，让大脑
最活跃的还是在写字的时候。在纸上
下笔时，人们能看到写下的文字并听
到书写发出的声音，这个过程能激活
大脑的多重感官体验。而这些感官体

验会让大脑不同区域间建立联系，从
而培养更好的学习能力和记忆力。书
写可以带来认知上的益处，创造艺术
价值，传达个人情感，也可以帮助学生
更快地学习。此外，还有许多专家从
社会学等角度研究分析认为，保证书
写作业能减少贫富差距带来的教育资
源不公。

德国书写技能研究所一项调查结
果还显示，受访的小学教师中，有80%
左右表示，学生的手写能力与前几年相
比有所退化，目前正在要求强化书写能
力。为此，德国各州教育部门已经制定
了新的规定——比如要求学校课堂作
业以手写为主；考试不能全部是选择
题，要增加听写、计算、作文等；家庭作
业可以适当数字化，但也要保证一定的
书写。学校还要求，家长平时也应该更
早培养孩子的书写能力。如果学校一
定要推动电子化，则必须给每个孩子配
备手提电脑或掌上电脑。

专家：可根据学龄和内容决定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表示，在学习中使用电子设备的
中小学生人数日益增加，电子作业所
占比重也有所增长，但这绝不代表线
下作业没有必要。比如，小学生识字
必须在纸上反复进行书写练习，否则
对字的结构没有概念，对字的理解也
比较肤浅。再如同样面对“水在什么
温度下体积最小”这种物理问题，线

下和大自然有过接触的孩子容易从
自身体验出发进行思考，而线上被动
学习的孩子倾向套用公式，结果还不
一定正确。

储朝晖解释说，人们获取知识主
要有“亲知”“闻知”“说知”三种方式。

“亲知”是指通过亲身实践得来知识；
“闻知”是指从书籍或别人那里获得知
识；“说知”则是根据耳闻目睹的情况
和资料，通过思考、想象推理出来的知
识。中小学生利用电子设备学习的线
上课程，实际上是经过加工的间接知
识，不利于学生主动探索。

储朝晖说，阅读方式的多样化肯
定有其自身相应的价值，目前没有直
接数据表明使用电子产品和视力下降
之间的关系。他说，近距离阅读和室
外活动少是青少年视力下降的两大主
要原因，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学习，都
要注意用眼时间。

储朝晖表示，很难针对电子作业
设置统一标准，应该根据学生年龄和
所学内容有所区分。对于年龄较小的
学生来说，电子作业占比控制在10%左
右比较合适，学校应鼓励他们多去实
践、去动手；年龄较大的学生自控能力
更强，可以意识到电子产品只是一种
学习工具，因此可根据个人需求，适当
增加电子作业。他强调说，在学识上
有所突破的人，最终凭借的都是自身
体验和思考，这是线上课程所无法给
予的，可以通过增加线下活动，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近日，第十届中国大学生医学技
术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启幕。
本届大赛共吸引全国 211 所高校的
497支代表队参赛，覆盖国内近91%的

医学院校。经过前期预选赛和分区赛
的层层选拔，共有 81 所高校的 142 支
代表队晋级全国总决赛，同台比武、切
磋技艺。 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数据显示，过去 10 年，我国人口流动
趋势更加明显，规模进一步扩大。人
户分离人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
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 万人，流
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中，跨省流动
人口为 12484 万人。与 2010 年相比，
人户分离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
人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动人口
增长69.73%。

“人户分离的背后，留守儿童照养
问题亟待关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副院长、乡村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容中逵分析，城镇化进程中人户分
离现象严重，流动人口规模进一步扩
大，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会更加突出。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
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巧利看来，20世纪
80年代以前，从家庭结构来说，父母和
孩子在一起是常态，几代同堂也较为
常见。而社会转型后，随着人口流动、
外出务工人员急剧增加，家庭结构发
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数千万留守儿
童。这导致原有的传统教育原则和方
法失去了前提条件，对家庭教育和学
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提出了很大挑战。

“我们有义务为留守儿童提供安全
的、有保障的受教育环境。”刘巧利说。

在容中逵看来，留守儿童教育的
关键问题，在于因父母双亲外出而产
生的亲子交往缺失和亲子关系隔离，
因而应将留守儿童教育问题解决的重
点聚焦到亲子交往的建立上。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从根本

上说是消除留守家庭，因而它不是教
育问题，而是经济或社会问题。首要
解决的不在学校、社区或其他教育环
境和教育主体，而在国家的宏观统筹
与协调发展。”容中逵说，解决留守儿
童教育问题要分 3 个层面：首先是政
府层面，解决如何消除留守家庭存在
的问题。其次是家长层面，解决如何
确保亲子关系正常交往并发生教育影
响的问题。最后是学校和社区等层
面，解决如何弥补因亲子交往得不到
正常实施所产生的问题。

容中逵认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
加速农村工业化、增加农民就业岗位
的同时，还要制定有关政策、措施以确
保农民能够就近就业，从根本上解决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

在刘巧利看来，儿童成长是不能
等待的。“家长要切实履行自己的教育
责任，更新养育观念，想方设法‘和孩
子在一起’；不具备条件的，也要做到
和孩子经常交流。”

“此外，从学校来讲，一定要关注
留守儿童心灵成长。”刘巧利说，学校
也要切实担负起家庭教育指导的责
任，切实进行家校共育，开展多样化的
项目和活动，让留守儿童家长参与到
教育中来，帮助留守儿童保持与父母
心理上的联系，为孩子成长提供心理
动力。

“社会、学校、政府要给留守儿童
家长赋能，形成全社会一起关注关爱
留守儿童的良好环境，保障留守儿童
健康成长。”刘巧利说。

电子时代，为何还要“ ”作业
■ 青 木

流动人口增长给教育带来什么
——人户分离的背后

■ 董鲁皖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