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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开设学科类培训相关内容
培训时间不得和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下培训结束时间不得
晚于20:30，线上不得晚于21:00

要坚持公益属性，实行明码标价和信息公开
培训收费实行指定银行、专用账户、专款管理，不得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
培训费用

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
60课时的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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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022年12月29日电 教
育部等十三部门近日印发关于规范面向中
小学生的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意见，对非
学科类校外培训治理作出系统部署。意见
提出，到2023年6月底，各地非学科类培训
政策制度体系基本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基本健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得到基本解决。

意见规划，到 2024 年，非学科类培训
治理成效显著，家庭支出负担有效减轻，非
学科类培训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人
民群众对教育的满意度明显提升。

意见明确，非学科类培训内容应符合
培训对象的身心特点和教育规律，不得开
设学科类培训相关内容。培训时间不得和
当地中小学校教学时间相冲突，线下培训
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线上不得晚于
21:00。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要坚持公益属
性，实行明码标价和信息公开。培训收费
实行指定银行、专用账户、专款管理，不得
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培训费用，鼓励采取

先提供培训服务后收费方式运营。培训机
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以充值、次卡等形式
变相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或60课时的
费用，且不得超过5000元。

根据意见，各地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从
业人员必须具备体育、文化艺术、科技等相
应类别的职业（专业）能力资质，不得聘用
中小学在职在岗教师（含民办中小学在职
在岗教师），聘用外籍人员须符合国家有关
规定。

意见还要求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
用，促进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改进体
育、艺术中考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
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加强过程性
考核，弱化选拔功能，注重对学生运动习惯
和艺术素养的培养。不得将非学科类校外
培训结果与大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各地
根据需求可以适当引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
参与学校课后服务，要坚持公益性原则，引
进的培训项目费用标准要明显低于培训机
构在校外提供同质培训服务的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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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不得一次性收费超过5000元

作为教育工作的主导者，老师必须具
备同理心，把设身处地理解学生当作一种
责任，一种忠于本职工作的行为准则。

之前，为了体现出严厉，我在课堂上
紧绷面容、大声说话是常态。在我自我感
觉良好的时候，一个学生的出现，彻底打
破了我的想法。

他叫刘安朔，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学
习成绩优秀，上课听讲认真，但我进班第
一天他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为了队伍整齐，学校要求学生们踩地

面的小红点。刘安朔个头很高，所以在队
伍最后。这天放学整队时，前面的学生都
站得非常整齐，就刘安朔一个人另起一
排，我怒气冲冲，大步走过去把他拽到队
列中。他大声朝我吼了起来：“老师，我站
的是对的，为什么要拽我呀？”这时我才发
现，排头的学生并没有站在小红点上，所
以后面的学生自然也就作了调整，整体看
起来非常整齐，尽管刘安朔按要求站在了
小红点上，可是却让整个班级看起来不协
调。

我感觉刘安朔是个很“麻烦”的学生，
就想以后对他要求更严格一些。结果接
下来的几次沟通，更多的是在我的威严中
虎头蛇尾地结束，可是我知道，刘安朔并

没有真正服气。
为了解决心中的困惑，我去请教了很

多有经验的老师，其中一个观点让我恍然
大悟，那就是——同理心。带着这样的反
思我和刘安朔开始了新一轮的“交手”。

一次课间，刘安朔去搬书，回教室的
时候已经开始上课了，数学老师不清楚他
迟到的原因，就批评了他两句，他顿时火
冒三丈，和数学老师争吵了起来，边说边
委屈地哭了起来。

这次我没有和以前一样吼他，而是走
过去摸摸他的脑袋，说：“我知道你去搬书
了，你是觉得被数学老师冤枉了，所以才
会大声反驳，对吗？你现在感觉很委屈，
很气愤对不对？”他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看着我，然后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说
了出来。我说：“我觉得你没有做错，现在
可以回教室上课了吗？”没想到他居然自
己反思了起来：“老师，我也有错，不应该
在课堂上大喊大叫，影响到老师上课，也
打扰了同学们。”

在那之后，每次出现问题我都让自己
先保持冷静，倾听学生们的声音。慢慢
地，我发现原来学生们对我惧怕的眼神变
成了崇拜，我也更加体会到作为老师这一
职业的光荣与幸福。作为教育工作者，应
当适当运用同理心，站在学生的立场来看
问题、想事情，为学生成长进步提供全面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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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同理心的老师

孩子沉迷网络不愿意学习，为了打游
戏与家人争吵、动手，不爱社交，遇到这种
情况，家长应该怎么办？日前，为了厘清
儿童青少年出现网络沉迷的心理因素，提
高儿童青少年的网络素养及自我控制能
力，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开设了

“网络沉迷门诊”。
记者从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科

主任、网络沉迷门诊医生陈津津处获悉，
实际上，“网络沉迷”往往不是孩子一个人
的问题，经医生诊断，不少出现孩子沉迷
网络问题的家庭，迫切需要重建正常的家
庭沟通模式。

网络沉迷是一种网络使用失控行为，
它是一种因过度使用、误用或滥用网络所
引发的深度着迷状态，通常伴有难以抗
拒、不能控制的再度使用欲望，并导致个
人社交与身心健康受到影响，出现为了上
网而牺牲睡眠时间，耽误学习、工作或忽
视人际关系等问题。

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不
少家长发现孩子有网络沉迷问题，并严重
影响日常学习生活，乃至引发心理问题。

14岁的小骆（化名）目前就读初三，从
进入初中后，小骆手机、平板不离手，作息
紊乱，成绩下滑明显，晚上偷偷在房间里
打游戏，拒绝跟家人沟通，时常与老师、同
学发生争吵，甚至与家人大打出手。母亲
无奈带孩子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科就诊。

经过与孩子深入沟通，医生发现孩子
并不单是打游戏沉迷，还在某平台上有自
己的账号，经常发布视频，一些视频播放
量10万以上，粉丝1万多，从中获得了不
小的成就感。

而在家庭方面，孩子父亲常年在国
外，父子沟通很少；母亲全职照顾孩子，对
其学业要求较高。

经医生与母亲、孩子面谈，填写量表
评估网络沉迷程度后发现，孩子存在社交
苦恼、焦虑情绪，个性特征为敏感、偏内
向。父母教养方式中情感温暖理解较少、
惩罚否认较多，孩子的网络沉迷属于一级
（轻度）。

医生最终的“治疗办法”并不是用药，
而是与父母沟通如何倾听孩子，重建家庭

沟通模式；传授给孩子社交技巧，通过正
念治疗减压，接纳情绪，加强自律，提升对
网络的正确认识及使用。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亲子关系得到
了很大改善，孩子缩短了使用网络时间，
在学校也交到几个朋友。

陈津津告诉记者，孩子出现网络沉迷
的问题，家长亦有责任。当前，一些家长对
孩子过度使用网络的管控态度“多元”，有
的对孩子约束过严，有的过松。一旦出现
问题，有的家长会采取“没收手机”“砸坏电
脑”或者“暴力戒断”等手段，极易引发亲子
矛盾与冲突，有时甚至还会酿成悲剧。

陈津津介绍，儿童青少年成长过程中
的心理特性是网络沉迷的主观原因。沉
迷网络的行为与性格内敛、抗挫折能力
差、意志品质缺乏锻炼、社会情感发展受
限等问题有密切联系。此外，家长由于工
作忙碌，电子设备使用时间过长，与子女
交流的时间相对较少。祖辈与儿童青少
年的交流存在代沟，加上同伴影响，导致
孩子更容易沉迷网络。

陈津津建议家长以身作则，首先规范

自身使用网络的行为，增强对孩子网络使
用管理意识和能力的培养；学校也要对家
长进行相关方面的指导。

陈津津还为家长们总结了一些“网络
沉迷”的症状特点，她建议，发现孩子出现
以下症状应引起警惕，尽快到专业机构就
诊、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一是看到电脑、手机眼睛发光，专注
于上网打游戏、聊天或者看视频，对无关
的事情不太感兴趣；二是主观上对上网存
在强烈渴求，有强迫性的上网冲动，遏制
不住；三是上网时间越来越长，沉溺于网
络虚拟世界中，或者需要不断进行挑战性
游戏，停止上网后会出现易怒、攻击、虐待
行为，为了继续上网可出现撒谎、欺骗行
为；四是对人漠不关心，排斥社交，情绪低
落，将上网看作一种逃避问题的方式，或
通过上网释放不良情绪，如无助、内疚、焦
虑、沮丧等；五是经常向父母要钱去买装
备、升级等，甚至偷偷使用父母的手机、盗
刷父母银行卡；六是经常恶心、厌食等，睡
眠紊乱；七是注意力不能集中或持久，记忆
力下降。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 王烨捷

孩子沉迷网络怎么办？
专家建议重建家庭沟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