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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过程中
应该管理孩子，而不是管孩子

■ 野 草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胡浩）记
者近日从教育部了解到，为推动高校
加强培养过程管理、把好毕业出口质
量，教育部近日印发《本科毕业论文
（设计）抽检办法（试行）》，启动本科
毕业论文（设计）抽检试点工作。

根据这一办法，本科毕业论文抽
检每年进行一次，抽检对象为上一学
年度授予学士学位的论文，抽检比例
原则上应不低于2%。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抽检
名单，抽检论文要覆盖本地区所有本
科层次普通高校及其全部本科专业。

抽检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
开。对连续2年均有“存在问题毕业
论文”，且比例较高或篇数较多的高
校，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在本省域内
予以通报，减少其招生计划，并进行

质量约谈，提出限期整改要求。高校
应对有关部门、学院和个人的人才培
养责任落实情况进行调查，依据有关
规定予以追责。对连续3年抽检存在
问题较多的本科专业，经整改仍无法
达到要求者，视为不能保证培养质
量，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应依据有关规
定责令其暂停招生，或由省级学位委
员会撤销其学士学位授权点。

对涉嫌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篡
改、买卖、代写等学术不端行为的毕
业论文，高校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调
查核实，对查实的应依法撤销已授予
学位，并注销学位证书。抽检结果将
作为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本科专业认证以及专业建设
经费投入等教育资源配置的重要参
考依据。

合肥市包河区于2011年9月开始
探索，让区艺体教师服务中心音乐、美
术、体育等学科的15位骨干教师定期
前往偏远、薄弱学校和乡村少年宫，开
齐艺术、体育类课程，组建特色兴趣社
团，用“共享教师”破解师资不足问
题。在历经 9 年实践后，当地学生的
艺体教育需求得到满足，“供给端”也
更丰富，如今合肥市包河区有“共享教
师”近500人，分布在全区超半数中小
学里。

2018年，北京市门头沟区也推出
“共享教师”制度，该区打破学校界限
壁垒，使全区优秀教师资源实现共享，
让全区学生无论在哪里就读，都有机
会聆听到优秀教师授课。师资匮乏的
山区学校、薄弱学校就有机会迎来新
鲜血液，解决师资匮乏之困，让贫困落
后地区的学生也能享受部分优秀教师
资源，这是教育公平的体现。而合肥
包河区的“共享教师”制度，针对的基
本是艺术、体育教师，为的是让偏远、
薄弱学校和乡村少年宫开齐艺术、体
育类课程，无疑更为迫切且可行。

这些年来，国家都在推动学校体
育美育强起来。2020年10月，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
的意见》和《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分别提出配
齐配强体育教师、开齐开足上好体育
课，以及配齐配好美育教师、开齐开足
上好美育课等要求。这两份重磅文件
在工作原则中，都提到了改革创新。
以“共享教师”制度统筹教师资源，助
力体育美育教育，无疑就是值得倡导
的改革创新。

放眼现实，艺体教师短缺的瓶颈，

一直制约着许多学校开展体育美育。
在不少偏远、薄弱学校，体育与美育教
育长期存在师资与器材的双重匮乏，
往往是“杂牌军”领着学生玩玩游戏、
打打球、做做操、听听音乐，甚至完全
呈现出“放羊”状态。尤其是美育，在
不少偏远、薄弱学校更是无从谈起，师
资短缺、设备落后、开课率严重不足。
没有良好的体育教育，学生难以增强
体质、锤炼意志、健全人格；而美育缺
乏，学生则享受不到优秀文化熏陶，文
化品位也难以提升。

如何破解艺体教师短缺的瓶颈？
让“共享教师”跨校走教，无疑是理想出
路之一。此举除了能助力艺体教育，还
能共享出艺体教师的新干劲。在一些
城市学校，艺体教师不断被配齐配强，
然而他们的课程却比较少，自我感觉不
受重视，个人价值无法实现。当他们能
够跨校走教，多一些工作量，多一些被
需要，甚至感受到被争抢，就会重新审
视自己的价值和使命。正如一位体育
老师所说，当自己也能像主科老师那样
享受“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待遇，这就
是职业成就感吧？

早在2017年，教育部就印发《学校
体育美育兼职教师管理办法》，鼓励体
育美育专职教师在教育行政部门的统
筹下，以“走教”方式到农村及其他师
资紧缺的学校担任兼职教师。这是在
体育美育方面推行“共享教师”制度的
政策支持。期待更多地方以“共享教
师”制度来补充体育美育师资力量。
该办法还鼓励普通高校体育艺术专业
教师担任中小学兼职教师，鼓励学校
选聘承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育艺术
传承项目教学与指导的兼职教师。因
此，艺体类“共享教师”还可以更广些。

让“共享教师”助力体育美育
■ 何勇海

本科毕业论文将每年抽检

经常听到不少家长在说：“我家孩
子实在是太难管了，说什么都听不进
去，甚至故意和家长作对。”为什么？
因为很多家长是在“管”孩子，而不是

“管理”孩子，那么在教育过程中，家长
如何做，才能教育好孩子呢？

什么是管孩子？

出去逛街时，孩子提出要买零食，
而家长想起这周他已经吃过两次零食
了，不能再多吃了。于是家长说不可
以，孩子在不理解中一阵哭闹。

什么是管理孩子？

出去逛街时，孩子提出要买零
食。家长说：“我们约定好了每周只能
吃两次零食，这周你的次数已经用完
了，妈妈回家给你做水果蛋糕好吗？”
孩子点点头，欣然答应。

管孩子，是家长要求他必须怎么
做，说一不二，孩子不知道为什么，充

满压力，反而有了逆反心理。而管理
孩子，是先告诉孩子为什么，再和他商
量约定共同认可的规则，建立在尊重
孩子意愿的基础上。因此，越管理，孩
子越自律越听话。

情绪管理达不到预期

很多家长在管理孩子时，大多用
的是情绪管理。孩子的行为不符合或
者达不到预期，家长就会把失望的情
绪表现出来进而训斥孩子。家长希望
孩子顺从、听话，殊不知这种管，实际
上是一种控制。而管理孩子，更考验
的是家长的智慧。

在尊重孩子意愿基础上约法三
章，看到孩子行为不符合预期时，通过
沟通、倾听的方式，了解孩子的想法，

耐心调整自己的教育方式。
让孩子明是非、懂道理。这种管

理是对孩子的一种引导。家长对孩
子的教育手段应该是管理，而不是
管束。

管理原则助家长管好孩子

很多家长不知道如何去管理孩
子。给大家分享三大“管理原则”，家
长们可以记下来，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和孩子一起成长。无规矩不成方
圆。管理孩子的第一步，首先是定制
规则。但是这个规则不可以是家长单
方面决定，而是要和孩子探讨、商量，
最终达成共识。这样既尊重了孩子的
意愿，又让孩子有了独立感。这样孩
子才会认可，并执行和遵守。

先紧后松。在定制规则初期，孩
子的自制力和自觉性比较差，而且刚
开始也不懂怎么去做好，需要不断督
促才能慢慢形成良好习惯。因此在前
期，如果孩子想要通过撒泼、耍赖等方
式打破规则时，需要温柔而坚定地拒
绝。等孩子习惯成型，就可以稍微放
松一些，同时让孩子灵活地自主管理。

要提醒，不要催促。从心理学来
说，人的学习行为由两套系统合成：躯
体和心理。催促，只能使身体到位，却
无法让心思到位，过度的催促甚至会
引起孩子的强烈反感。因此要学会用
提醒来代替“催”。当想说：“你快点，
要迟到了。”不如说：“还有5分钟就会
迟到哦！”

管理是一种严肃的爱。对待孩
子，管是指令，管理才是爱。科学合理
地管理，既照顾到孩子的需要，也让孩
子从中学会尊重和看见他人的需要。
希望爸妈们能意识管理的美好，善用
管理法则，让孩子成为一个明是非、懂
事理、会谦让、为人正直、相处起来令
人如沐春风的好孩子。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柯高阳）
重庆市教委近日发出通知，鼓励中高
风险地区生源学生不返乡返家，学校
将安排丰富精彩的校园寒假活动，帮
助留校师生温馨过节。

重庆市教委主任黄政介绍，为减
少寒假期间疫情传播风险，鼓励中高
风险地区生源学生不返乡返家，其他
地区学生避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和
境外，教职员工寒假期间非必要不外
出。各学校将在寒假期间为留校师
生提供精细化、个性化、人性化服务，

根据留校人数合理开放教室、图书
馆、室内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周密
安排丰富精彩的校园寒假生活，让留
校师生温馨度过寒假和春节。

重庆市还提出，各学校做好突
发聚集性疫情应急准备，细化完善
应急预案，提前储备应急物资，做好
人员队伍、隔离场所等各项准备。
春季开学前，学校要做好师生返校
前 14 天的自我健康监测和行踪报
告，简化注册报到流程，安排学生分
批错时返校。

重庆鼓励中高风险地区
生源学生寒假不返乡返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