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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记者 胡浩）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发展，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
热点，也是教育部门努力推进的重
点。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校外教育与培
训监管处处长徐攀表示，校外培训机
构应当强化四个方面的规则意识，严
于自律，营造良性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环境。

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全国培训教
育发展大会上，徐攀说，目前校外培训
机构治理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制
度体系不断完善、专项治理不断巩固、
信息化管理发挥作用、日常监管不断
深化，但对照中央的要求和人民群众
的期待，仍有一定差距。

徐攀说，校外培训机构一是要坚
决转变应试导向，“不要再搞超前超
标培训和应试教学的老一套，加重学
生课外负担”。当前，校外培训正在
逐步走向严格管理、规范发展的道
路。培训机构要围绕素质教育和五
育并举要求，将重点放在优化教学方

法，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高质量服务
上，满足中小学生选择性学习需求。
二是要规范收费退费行为。严格执
行有关规定，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
取超过3个月的费用。希望培训机构
不要受经济利益驱使，通过打折、返
现等方式，诱导家长超期交费，也不
要违反市场规律，不顾自身发展状
况，盲目扩张。

她表示，三是严禁将校外培训与
招生入学挂钩，“这是一条红线，也是
一道底线”。培训机构严禁组织或与
中小学联合组织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各
种竞赛、夏令营、研学活动，一经发现，
一定会严肃查处，依法依规追究培训
机构、有关学校和相关人员责任。要
合理宣传，不夸大培训作用，不渲染焦
虑情绪。四是线上培训机构要抓紧做
好备案。线上培训机构备案工作是当
务之急，从事线上培训的机构要积极
主动申请备案，按照要求提供备案材
料，自觉接受监督管理。

近期，由小说《庆余年》改编拍摄
的同名电视剧《庆余年》吸引了大批观
众的目光。这部电视剧乍一看是在讲
穿越的故事，可细细品来，又不难发现
其隐含的家庭教育观念，从一方面告
诉观众，父母在教育中扮演了极其重
要的角色，影响孩子一生的道路。

父母要善于发现孩子的长处

范思辙作为范府的正牌公子，放
鹰逐犬、吃喝嫖赌一概不沾，唯独对钱
情有独钟，却不知道自己要钱干什
么。后来，范闲替他找到了答案：他的
父亲范建是户部侍郎，掌管天下钱财，
因为崇拜父亲，所以范思辙下意识里
希望自己能帮到父亲，也希望能得到
父亲的认可。而范建对于这个儿子的
评价却是“文也不行，武也不就，成天
游手好闲，简直是一无是处”。

父亲透过儿子看到了自己内心的
各种盼望，却唯独看不见儿子本人。
相比于父亲的“透视眼”，儿子就简单
许多，他们会把父亲看成自己的奋斗
目标，范思辙便是如此。

范思辙渴望追赶父亲，希望通过
积累财富向父亲证明自己，渴望得到
父亲的认可，也许在他的脑袋里一直
都这样想着：“我要是能挣很多很多
钱，爹是不是就能多看我一眼？”可悲
哀的是，范思辙所执着的商贾之术、敛
财之法，在他父亲眼中却是“非正途”。

三毛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然
而三毛的父亲却对她十分苛责，也不
喜欢她的作品。

三毛曾直言，她和父亲之间的矛盾
是她一生的战役。后来父亲看到了三
毛发表的《朝阳为谁升起》，父亲读后，
留下了一纸赞言：深为有这样一棵小草
而骄傲。三毛看了留言感慨万千，回应
道：等你这一句话，等了一生一世，只等
你——我的父亲，亲口说出来。

父母要学会陪伴和肯定孩子

《庆余年》中，范思辙被父亲误会
罚跪后，等父亲出门让他起来时，范思
辙先是一愣，确定父亲的意思后，站起
来给父亲作揖。有所触动的范建问
他：“无缘无故地让你跪了这么长时
间，你就不想知道是为什么吗？”范思

辙却说：“肯定是又做了什么事，让爹
不高兴了”。

美国《父母》杂志曾这样总结父亲
的独特之处，父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会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如果他
们“不用力”或者“用力过猛”，就会让
彼此之间变成伤害大于爱。

最好的教育环境是包容性的，它
具备两个这样的基本特征：孩子发展
好的时候，认可他，孩子受挫的时候，
支持他。可是，多少年来，“严父慈母”
才是中国家庭的标配，因为母爱，大部

分母亲都能包容孩子的一切。但是，
“严父”却习惯性对孩子进行打击，孩
子发展好的时候，打压他，美其名曰

“戒骄戒躁”，孩子受挫的时候，训斥
他，以显父亲权威。

英国著名文学家哈伯特说过：一
个父亲胜过100个校长。那么，一个好
的父亲，应该胜过100个优秀的校长。
所以，作为父亲，请主动卸下自己的偶
像包袱，去靠近、了解自己的孩子，用
包容的态度对待孩子的优点和缺点，
孩子定会比你想象中的要好。

3条建议帮助“陌路父子”

在亲子关系中，父亲和儿子比较
难相处。之前网上还有一个段子，说
儿子和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爸，我妈呢？”
那么，“陌路父子”的尴尬境遇该如

何破除？我们怎么做才能避免出现这
种情况呢？3条建议分享给大家，希望
能帮到正处于此类境况下的爸爸们。

首先，父亲要破除“心魔”，视孩子
为独立个体。孩子是父母爱情的结
晶、生命的延续，但孩子不是家长的复
制品，更不是父母用来实现自己未达
成心愿的工具。父母可以给孩子积极
的引导与帮助，但不能用自己的标准
去限定孩子的发展，批判孩子的想法
与喜好，强迫孩子按照父母的思维去
生活。孩子是独立的个体，有他自己
的人生，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予
以支持。

其次，父亲要多和孩子进行有温
暖、有交流的互动。以范思辙父子为
例：之前因为范建对范思辙过于严厉，
致使范思辙见到范建就犹如老鼠见了
猫，大气都不敢喘，父子不像父子，家
中也无温情可言。后来范建冤枉范思
辙，罚他下跪许久，误会解除后，范建
允许范思辙提一个请求作为补偿。范
思辙提出：想让爹陪他推牌九，还要玩
钱……这个请求虽然调皮，但一家人
难得的聚在一起游戏，彼此的情感也
在悄无声息中逐渐加温。

最后，家不是讲理的地方，也不是
施威的地方，而是温暖的港湾，是快乐
的温巢。以范思辙父子为例：范建误
会范思辙，罚他下跪，虽然破天荒地陪
儿子推了牌九，但他自始至终没有对
孩子说出那句“对不起”。面对长子范
闲的质问，他回答：“天下哪有父亲给
自己儿子致歉的道理！”

现如今，这种保守且束缚的思想
观念早已不再适用，孩子在成长过程
中，正在逐步健全自己的是非观念。
家长需要明确生活中的对与错，不要
因为担心失去自己的“权威性”，而拒
绝承认错误。人无完人，犯错不要紧，
关键在于是否敢于认错、是否勇于改
正。家长的一言一行，孩子都看在眼
里，勇于承认错误并改正的家长，更容
易获得孩子的尊重与认可。

校外培训机构应明确
四条规则“红线”

■ 野 草

从《庆余年》看家庭教育

父母的肯定与陪伴
影响孩子一生

河北唐山：

“校内课后服务”制度
破解“三点半难题”

2019年12月20日，唐山海港经
济开发区第四小学音乐社团的孩子
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练习古筝。

今年以来，河北唐山海港经济
开发区在主城区各小学推行“校内
课后服务”制度，破解孩子放学早、
无人接、无人看护的难题，通过丰富
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度过快乐的课
后时光。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