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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儿童性安全教育

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举行的“女童保护
全国两会座谈会 ”上 ，一个与性侵儿童案
件有关的数据引起了高度关注 。 报告显
示，仅 2013 年一年，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
童案件就高达 125 起，平均 2.92 天就曝光
一起。

在这个由团中央未来网和“女童保护”
公益项目联合主办的座谈会上， 中华全国
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 中国政法大学教
授曹义孙、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俞金尧 3 位全国政协委员提议： 将儿童安
全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课程体系，让“安

全教育第一课”作为小学新生入学第一课。
同时出台权威的防性侵教育教案， 并完善
立法保护，废除嫖宿幼女罪。

朱征夫认为， 性侵儿童案频发的一大
重要原因是儿童性安全教育的极度缺乏。
“在很多孩子眼里， 老师家长的话就是权
威。当权威人士来侵犯他的时候，他可能连
喊都不知道。 ”

“女童保护”项目对 235 名小学男生、
219 名小学女生进行的调查显示 ， 仅有
17.58%的 孩 子 知 道 什 么 是 “性 教 育 ”，
60.88%的孩子不知道何为性教育 ，21.54%
的孩子选择“似懂非懂”。 而在 902 名受访
家长中 ， 对孩子进行过性教育的仅占
35.92%，56.49%的家长从未向孩子讲过预
防性侵害的知识。 他们不对孩子进行性教
育的原因是“认为孩子还小”（53.92%），“认
为学校会教育”（19.86%），“想教育但不知
如 何 开 口 ” （18.84% ）， “ 怕 教 坏 孩 子 ”
（6.02%），“害羞”（1.36%）。

去年 9 月，教育部、公安部等 4 部门联
合下发了 《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
侵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要通过课
堂教学、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性知识教育，
教育女学生了解预防性侵犯的知识， 遭遇
性侵犯后懂得如何寻求帮助”。

“但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经过科学论
证的全国性防性侵教材教案，因此，虽然广

东等地方教育部门陆续出台了性教育或防
性侵的读本，但仍缺乏权威性、标准性、可
推广性， 导致儿童安全教育的地方实践只
能停留在一地， 甚至可能是一届教育部门
主管领导的任上。 ”曹义孙说。

给孩子更多“爱和美的教育”

与性教育的极度缺乏形成鲜明对比
的， 是很多学校对考试成绩的疯狂追求。
在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环境下，为
了追求更高的升学率，一切不被列入中高
考的学科都被轻视，音乐和美术更成为可
有可无的点缀，甚至干脆被取消。 而事实
上，艺术教育对培养学生的整体素养非常
重要。

可喜的是，今年两会，一些委员提出了
加强艺术教育的建议。全国政协委员、国画
家何水法说：“现在的孩子就是将来构成中
华民族的主体。 对他们的教育关系到未来
整个国民的素质。 ”何水法希望，未来教育
改革能够更多地向音乐、 美术等艺术教育
领域倾斜， 别让应试教育扼杀了孩子的天
性。“孩子的天性像小鸟一样，要飞翔的，你
都把它扼杀掉了，还谈什么创造、创新，更
不用说实现‘中国梦’了，因为创造力是一
个民族的活力！ ”

全国政协委员、 河北省沧州市国学院

创办者何香久认为，长久以来，应试教育忽
略了对受教育的主体———“人” 的关注，只
关注知识，忽略了对孩子们心灵的塑造，造
成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他认为，教育改革应
该定位于“大教育”的理念，不仅包括对知
识的传授，也包括对民众的教化。何香久强
调， 教育应该是 “爱的教育”，“用美术、诗
歌、音乐等多种渠道陶冶人们的情操，培养
国民懂得爱”。

“如果人人都经过爱的教育，懂得爱与
美、真与善，那还会有‘人倒了扶不扶’的讨
论吗？ ”何香久说，自己上小学二年级的小孙
女， 就已经被要求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特
长班，学习仿佛是一场“苦难的历程”。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李象群提出了一个关于改变美术教育
的“倒金字塔”结构的提案，即改变从大学
开始的“精英美术”，将美术教育更广泛地
普及到中小学和幼儿园。 李象群建议，素
质教育改革应当加大对美术 、音乐等 “美
学教育”的投入力度 ，让 “美育 ”在基础教
育中普遍化。

“未来，素质教育改革，我希望是艺术
教育受到更多的重视。”来自广西的全国政
协委员苏燕玲表示，音乐、绘画、诗歌等艺
术教育能够熏陶人的心灵，培养人的情怀，
塑炼人的品格。 国家要富强，社会要和谐，
民族要诚信、友善、团结，都需要回归到对

“人”的培养，而艺术教育或美育是一个重
要渠道。

“城乡教育差距大，农村教师待遇低”

两会前夕，人民网就公众关注的 21 个
热点问题进行了网上调查。截至 2 月 25 日
18 时，已吸引 330 多万人次参与，其中“教
育改革” 以 34 万多票列关注度排行榜第
8，首次跻身两会调查热点前 10 名。

在“什么让您感到教育资源配置不公”
调查中，32.45%的网友认为造成教育资源
配置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 “优质教育资源
分布不均”，21.8%的网友认为是高考分数
的地区性差异，17%的网友认为是在户口、
择校费上的重重限制。

关于农村教育问题产生的最主要原
因，46.49%的网友认为是“投入低、好学校
少、教学质量不高”，而 35.39%的网友则认
为，“农村教师待遇低，人才流失严重”是农
村教育质量低下的主要原因。

有网友强烈建议高中阶段实行义务教
育，“一个高中生每年要花 3 万元， 而农民
家庭年收入不过 2 万元， 农民孩子上不起
高中啊！ ”

“教师工资待遇偏低，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教师，尤其是农村教师、少数民族教师的积极
性。 ”一位来自山东的网友说。 （下转 2 版）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26 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 2 月 26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审议通
过《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草案）》。

会议认为， 发展职业教育是促进转方
式、调结构和民生改善的战略举措。以改革
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对提升劳动大军就
业创业能力、产业素质和综合国力，意义重
大。 必须坚持以提高质量、促进就业、服务
发展为导向，发挥好政府引导、规范和督导
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吸引更多资源向
职业教育汇聚， 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
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

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 培养数以亿
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
为广大年轻人打开通向成功成才的大门，
提高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的市场竞争力，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 满足人民群众生
产生活多样化的需求。

会议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任务措施。 一是牢固确立职业教育在国家
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促进形成“崇
尚一技之长、 不唯学历凭能力” 的社会氛
围，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二
是创新职业教育模式， 扩大职业院校在专
业设置和调整、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

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 建立学分积累
和转换制度，打通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
究生的上升通道。 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三是提升人才培
养质量。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
“三对接”， 积极推进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
证书“双证书”制度，做到学以致用。 开展校
企联合招生、 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鼓励中外合作。 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
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
策。 四是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
积极支持各类办学主体通过独资、 合资、合

作等形式举办民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股份
制、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 允许以资本、知
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
权利。 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
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社会力
量举办的职业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具有同
等法律地位。 推动公办和民办职业教育共
同发展。 五是强化政策支持和监管保障。 各
级政府要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分类制定和落
实职业院校办学标准，加强督导评估。 加大
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支持力度，完善
资助政策， 积极推行直补个人的资助办法。
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 让职业教育为国家

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会议指出， 事业单位是提供公共服务

的社会组织。 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保障
工作人员合法权益，是深化事业单位改革的
保障。 会议审议通过《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
例（草案）》。草案对岗位设置、公开招聘和竞
聘上岗、聘用合同、奖惩及争议处理等人事
管理主要环节作出了明确规定。 会议要求，
要运用法治手段，进一步推进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制度改革，规范管理制度，提高事业单
位人力资源管理效能，形成能进能出、能上
能下的用人机制，促进提升服务质量，让人
民群众享受更加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政策直通车

三位一体
教育督导改革走向深化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印发《深化教
育督导改革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意
见》，就深化教育督导改革、全面加强教
育督导工作，提出具体意见。

《意见》指出，深化教育督导改革是
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重大举措，是推进
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落实《教
育督导条例》的新要求，是转变政府职
能的突破口。 2012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
《教育督导条例》，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
委员会，教育督导从法律法规、体制机
制两个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为深入推进
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意见》提出了深化教育督导改革
的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即进一步落实
教育规划纲要和《教育督导条例》，按照
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支
持的原则和强化国家教育督导、深入推
进管办评分离的要求， 立足我国实际，
借鉴国际经验，建立督促地方政府依法
履行教育职责的督政机制、指导各级各
类学校规范办学提高教育质量的督学
体制、科学评价教育教学质量的评估监
测体系，形成督政、督学、评估监测三位
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 为改进教育教
学、管理、决策提供依据和支撑。

《意见》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督导制度， 建立专项督导制度，
做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工作，建立
对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督导制度；加强督
学责任区建设， 加强学校视导队伍建
设，针对教育热点难点问题，认真开展
专项督导；建立健全各级各类教育质量
监测指标体系，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教育
质量评估监测，加强教育质量监测国际
交流；完善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报告发
布制度，建立健全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
的公示、公告、约谈、奖惩、限期整改和
复查制度，建立教育督导和评估监测问
责机制。

《意见》强调，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加
强对教育督导改革工作的组织领导，健
全教育督导机构，整合评估监测机构和
资源，加强督学队伍建设，完善督学管
理制度，保障教育督导经费。 （郑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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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教育周刊》
恐惧，是儿童期

的正常现象，对于成
人来说，重要的是认
识到孩子的恐惧源
自何处，并能判断孩
子是否需要帮助。 本
期关注孩子的恐惧。

14-15版

《教育家周刊》
王祥高， 一名

倡导并践行 “幸福
教育”的校长，充分
保护与利用学生的
“智慧天线”， 为学
校发展翻开了新的
篇章。

10-11 版

《课改研究周刊》
近年来， 一些

学校依托地方资
源，结合本校特色，
大胆创意、 有机整
合，通过发现课程、
演绎课程， 使课程
“行走”起来。

12-13版

《教师生活周刊》
在这个特别的

日子里，让我们一起
揭秘女教师的“魅力
心经”，一起用“爱的
行动”滋养身边的美
丽天使……只为她
们能够在春天尽情
地绽放。 8-9 版

《现代课堂周刊》
“循环课堂”拥

有 4 种课型， 呈现
出闭合圆的态势 ，
教师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灵活截取、独
立成课。

6-7 版

《区域教育周刊》
作为教育行业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
群体，中小学校长的
成功如何来判定？区
域主政者如何将他
们引向成功？本期聚
焦校长“成功学”。

4-5 版

关注教育的中国问题

不唯学历凭能力 创新模式提质量 公办民办同发展

李克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3 月 1 日， 在北京国际饭
店委员驻地， 参加两会的教育
界别全国政协委员司富春 （左
一）前来报到。

翁奇羽/摄

茛图片新闻

2014，“教育改革”首次跻身人民网全国两会调查热点前十名，反映了社会对教育关注的升温。 加强儿童性安全教育、提高农村教师待遇、建立
义务教育标准、加强艺术教育，教育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等等，都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 伴随着两会的召开，全国政协委员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