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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武汉大学开设
的“恋爱心理学”讲座爆
满，授课老师喻丰表示，
“希望大家谈一场健康的
恋爱，开始并且保持一段
积极的关系”。武汉大学
许同学在讲座现场录下视
频，他说：“讲座开始前50
分钟教室就已经爆满，体
现了同学们对知识的渴求
和对爱情的追求。”诸多同
学更是纷纷“催更”！（10月
19日《央视网》）

追寻爱和归属感是人类

的本质需求，作为成年人的

大学生对恋爱有需求是正常

的。但近些年来，网络上关于

PUA、出轨、家暴等婚恋负面

消息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自

媒体为了博人眼球，吸引流

量，故意挑起两性对立，引起

社会婚恋焦虑，并逐渐向“象

牙塔”扩散。这直接给在校大

学生带来了恋爱的迷茫和盲

目，不知道如何开始恋爱、盲

目开始恋爱等情况层出不穷，

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大学生

婚恋焦虑的极端化走向，“不

婚主义”“不恋主义”在大学

校园环境中有所滋长。一些

调查显示，对当下大学生心

理健康影响最大的是情感关

系，特别是异性关系。

在这种情形下，高校开

设恋爱婚姻相关课程，可以

让大学生对爱情、情感、两性

交往、婚姻有更多的了解，向

大学生传递正确、科学的恋

爱婚姻观念和理念。因此，

笔者以为，对火爆的大学恋

爱课不能只是一味的叫好，

关键是要尽快构建和完善高

校婚恋教育体系，把大学恋

爱课从目前的选修课改为必

修课。

刘天放

必须弥补校内体
育师资不足的短板，
保质保量上好校内体
育课，如此才能避免
“唯分数”的价值观扭
曲体育锻炼规律，让
体育锻炼回归本源，
确保学生身体健康。

依据最新出台的宁夏初中

体育与健康学业水平考试方

案，自 2024 年起，宁夏中考体

育成绩将以 70 分计入总成绩

中。根据方案，宁夏学生中考

体育成绩由个人过程性评价

测评成绩和统一考试成绩两部

分组成，其中过程性评价测评

成绩 20 分，统一考试成绩 50

分。

近日，浙江省体育局、教育

厅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实施意

见》，提出将体育科目纳入中考

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科学设置

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

分办法，科学确定项目并逐步

提高分值。同时确保小学一二

年级每周 4 课时，三至六年级

和初中每周 3 课时，高中阶段

每周2课时等。

时下，全国大部分地区都

已出台新规，把体育纳入中考

计分科目，还逐年提升分值，提

出科学设置中考体育测试内

容、方式，并逐步提高分值等。

近年来，教育部不断出台措施

保证学生体育锻炼活动时间，

如明确学生每天锻炼 1 小时，

严禁挤占体育课和学生校园体

育活动时间等。尤其是体育成

绩纳入中考，使体育成绩逐渐

受到重视。

不过，校内体育课的开展

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其中，体育

师资不足导致的开课不足尤为

突出。新华社记者曾到河北、

甘肃、江苏、湖北等多地中小学

调研发现，体育教师结构性缺

编的问题依然较为普遍，即在

学校总体教师数量满编的情况

下，体育教师却相对短缺，农村

地区学校更是严重不足。

“双减”政策落地后，校外

学科培训“凉凉”，但体育培训

正在升温，其中不少参加培训

的孩子，并非出于兴趣爱好，而

是单纯为了提高体育成绩。虽

然体能培训这类课每小时收费

高达百元，但家长也在所不惜，

宁愿让孩子去接受培训，以求

体育测试能考出好成绩，至少

不影响升学，功利性极强。

然而，“应试体育”毕竟不

能真正确保学生的身体健康，

培训机构培训出来的孩子未必

都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因此，必

须避免体育“应试化”。对此，

除了要规范体育培训市场，更

重要的是，必须弥补校内体育

师资不足的短板，保质保量上

好校内体育课，如此才能避免

“唯分数”的价值观扭曲体育锻

炼规律，让体育锻炼回归本源，

确保学生身体健康。

大学恋爱课不妨变为必修课

上好体育课，避免“应试
型”课外体育培训 湖北嘉鱼 张西流 性教育在中国长期是一

个 令 人 难 以 启 齿 的 敏 感 话

题。目前性教育在义务教育

体系中，依然被限制在一个

较低的层面上，加上经济社

会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导致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性教育发

展不平衡。今年 6 月，新修订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实

施，首次在我国法律中规定学

校和幼儿园要开展适合未成

年人年龄的性教育；同时，教

育部颁布《未成年人学校保

护规定》，其中提到学校要有

针对性地开展青春期教育、

性教育。表明学校、幼儿园

开展性教育，将成为一项法

定义务。然而，尽管如此，在

中国儿童性教育这条路上，

还有很多挑战待解。首先，

从小学开始进行正规的性教

育，显得尤为迫切。教育部

门及学校应将性教育纳入生

命 安 全 教 育 的 一 项 重 要 内

容，在新一轮的教育改革中

予以实施。同时，学校的性

教育应坚持强制性和普及性

并重，将其置于语文、数学、

英语等学科同等重要位置，

着力解决性教育师资缺乏的

问题，安排正常足额的课程，

实行定期考查。特别是，家长

不仅支持学校开展性教育，还

要对未成年子女进行性教育

启蒙。只有这样，对未成年人

的性教育，才能逐渐进入法制

化、制度化和社会化的健康发

展轨道。

推进性教育，关键是家校合力履法来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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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教育试点，不妨关口前移
汪昌莲

普及急救教育，应
成为中小学校亟须补
上的“必修课”；全面系
统地编写急救教育教
材，才是对在校学生进
行急救教育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急救教育
应进入社会各个阶层，
让应急技能贯穿人生
的始终。

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实施

青少年急救教育行动计划，开展

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首

批拟组织 150 所高中和高校参

与。重点任务包括普及校园急

救知识、配备校园急救设施和开

展应急救护培训。将加强对校

园常见的气道异物梗阻等紧急

救护，创伤出血与止血、关节脱

位与扭伤等创伤救护，淹溺、烧

烫伤、中暑等意外伤害，火灾、地

震、踩踏等突发事件的应急救护

知识普及教育。

然而，必须正视的是，大学

生应急救护能力明显不足，是中

小学急救教育缺位留下的“欠

账”。众所周知，对中小学生进

行应急救护技能教育，是一项长

期的系统工程，工作贵在平常，

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现实情

况却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一

旦遇到身体疾病、意外伤害和自

然灾害等险情，如何应急自救或

救护他人，居然成为一道“生命

难题”，折射出了中小学校急救

教育的严重缺失。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

自然灾害和意外伤害频发，特别

是威胁生命安全的诸如地震、雷

击、溺水、火灾、食物中毒、交通

事故、人身意外伤害等因素，如

同平静湖水中的暗流，悄无声息

地包裹在人的周围，伴随左右。

每一个鲜活生命的意外逝去，在

社会声声叹息的同时，留给逝者

家属的是良久不能平复的伤

痛。特别是，全国各地中小学生

安全事故频发，再一次警示社

会：在中小学阶段重视应急救护

教育，增强学生防范生存风险、

规避人身意外的能力，已经尤为

紧迫。

然而，我国应急救护普及

和生命安全教育的现状与发达

国家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

据统计，我国的急救教育普及

率仅为 1%，远低于世界其他国

家。不仅是未成年人，更多的

成年人生存安全意识薄弱，应

急知识更是匮乏。很多家长对

孩子们总是说“注意安全”，却

不能系统而全面地指导孩子学

会防范和规避生存风险的方法

和技能。更重要的是，过去我

们的中小学校急救教育几乎是

空白，即使有一些学校开展的，

也多集中在交通安全方面，缺

少系统的教育。

可见，高中开始急救教育

试点，显然已经慢了半拍，实行

关口前移，应在中小学校开始

普及急救教育，彰显“知识守护

生命”的理念。首先，普及急救

教育，应成为中小学校亟须补上

的“必修课”；全面系统地编写急

救教育教材，才是对在校学生进

行急救教育的关键。在此基础

上，急救教育应进入社会各个阶

层，让应急技能贯穿人生的始

终。比如，在小学阶段就开始设

置预防地震知识课，让孩子们从

小就学会保护自己，经得住地震

的考验，而且还要教会他们如何

规避各类意外风险。通过急救

教育，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原

则，促进人的自然生存和社会生

存能力的提升，有效地预防人身

伤害，或将影响程度降至最低，

为每个家庭的幸福和谐提供坚

强的保障。

据广东省教育厅网

站10月8日消息，广东省

教育厅近期答复省政协

委员李飏等人《关于在

广东省农村中小学开展

儿童性教育课程的提案》

称，将研究和制定本土化

的性教育教学纲要，有针

对性地研究制定满足广

东省中小学生需求的性

教育课程体系，探索实施

广东省农村地区推广性

教育的策略。（10月10日

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