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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
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

近期，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

局开展中小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

动，全面守护中小学生培训安全。针对舞蹈、

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

培训活动，教育部特别做出校外培训安全提醒

“五不要”：

一不要在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进行培

训。孩子培训需要相关专业防护。在亮面瓷

砖和水泥地等场地进行训练、未充分热身整理

进行训练、无保护进行高危险性训练、疲劳状

态下训练等，会增加孩子受伤风险，应该避免。

二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过强柔韧训练。

孩子身体发育过程有不同阶段，需科学练习。

过早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

育不良、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

三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压。

孩子存在个体成长差异，过度进行外界受力、

按压、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发生

骨骼错位变形、关节疼痛等，严重的会影响骨

骼生长和发育。

四不要做过高难度系数的训练。练习身

体腾空翻转、下腰、掰腿、劈叉等动作需有系统

化的专业训练基础，并在专业人员指导和成人

看护下进行，不适合初学者和非专业人士。专

家建议未满10周岁的儿童慎做“下腰”等脊椎、

腰部身体训练，避免出现伤害。

五不要让孩子练习与身心健康不符的内

容。教学表演内容应符合不同年龄段孩子的

身心发展特点，所选作品避免出现暴力、血腥、

色情等少儿不宜的内容，要积极培育孩子向上

向善向美的力量。

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要理性看待校外培

训，根据孩子自身兴趣爱好、年龄特点、身体状

况等，综合考虑是否参加培训或选择哪种培训

项目，不盲目、不跟风，要随时关注孩子身体情

况，如有不适切勿勉强坚持；要选择合规的培

训机构，看机构办学许可和营业执照是否齐

全，师资队伍和课程教学是否规范，场地设施

是否安全合格等，务必选择正规机构，为孩子

的身心健康多一份安全保障。 （孙竞）

千所学校入选第二批全国急救教育试点校
为落实《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卫生与健康教育工作

的意见》，深入实施青少年急救教育行动计

划，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第二批全

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通

知》，公布第二批1000所全国急救教育试

点学校名单，实现急救教育试点各级各类

学校全覆盖，试点周期为两年。

《第二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工作

指南》一并发布，从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两

个方面部署推进试点工作。总体要求是以

提升学生健康素养为核心，以普及急救观

念、知识和技能为重点，以提升校园应急救

护能力为目标，推动配备急救设施设备，加

强青少年和教职员工急救教育培训，完善

学校急救教育育人体系。

工作重点任务包括完善工作机制、建强

师资队伍、开展急救培训、建设培训基地、组

建专家团队、加大宣传力度六个方面。试点

学校试点周期结束后，评估合格的将授予

“全国急救教育学校”称号。 （张欣）

继萝卜刀之后，萝卜家族又

添新成员。据媒体报道，近日，

一款名为“金刚狼萝卜爪”的网

红玩具开始在中小学生间流

行。笔者了解到，“金刚狼萝卜

爪”玩具源于一款快节奏的动作

类游戏《金刚萝卜爪》，更早可以

追溯到漫威漫画《X 战警》中的

虚构人物金刚狼。萝卜爪一般

采用塑料制成，色彩大多是绿

色、橙色等萝卜元素，外形简洁，

通过松紧带固定在手腕上，靠手

指拉动机关使爪子快速弹出。

由于一些游戏玩家和网红的推

介，萝卜爪销售热度持续高涨。

萝卜爪作为一种游戏周边，

具有很强的娱乐功能，还是一种

潮流的象征，并具有强大的交际

功能。可以说，小小萝卜爪迎合

了孩子的从众心理、猎奇心理、

自我满足心理，导致孩子竞相购

买。除了未成年人，一些成年人

也成了萝卜爪的爱好者。那么，

萝卜爪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有

商家介绍，萝卜爪可以锻炼手脑

协调，弹出瞬间使人产生爽感，

是一种解压神器，爪尖不锋利、

触物时会自动回弹，不必担心安

全性。站在教育心理学的角度，

萝卜爪是否会对孩子心理产生

不良影响？一些老师担心这种

模拟武器弹出的萝卜爪容易助

长孩子产生暴力倾向，使其模仿

影视剧中的攻击场景，有可能让

孩子沉溺游戏，忽略现实世界。

实际上，每个年代都有流行

的玩具。对于萝卜爪既不能放

任不管，也不必谈爪色变。学校

要正视萝卜爪流行背后的心理

诱因，正确引导孩子，减少萝卜爪带来的负面

影响。

一是让孩子了解玩具的正确玩法。例如，

牢记萝卜爪的爪尖要远离头面部等位置。二

是营造积极向上的群体氛围，创造良好的交往

环境。同学之间团结友爱，出现矛盾时要采用

沟通的方式解决，避免效仿游戏中的复仇情

节。三是鼓励孩子课余时间积极参与有益身

心健康的文体活动，如跑步、跳绳、画画等，引

导他们正视虚构人物的超能力，肯定他们在手

工制作、家务劳动、技能训练中的表现，避免沉

迷网络和兴趣单一狭窄。四是重视家校共育，

引导家长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重视亲子交

流。孩子出现人际交往困境或负面情绪时，家

长要及时予以疏导。

“金刚狼萝卜爪”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反映

出孩子期待关注、融入团体、渴望自我实现的

诉求。学校应以此为契机，因势利导，组织丰

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在活动中锻炼自我、发

展自我、肯定自我、成就自我。 （盖国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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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潘春明，中共党员，芜湖市

繁昌区田家炳中学教师，曾获全国“见义勇

为勇士”、芜湖市“优秀园丁”等荣誉称号。

人物寄语：作为一名党员，我要在关

键时刻站出来。今后，我还会继续做好生

活中的平常小事，有需要帮忙的我会竭尽

所能。

10月9日，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3
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全国共有49
位勇士光荣上榜，芜湖市繁昌区田家炳中
学的教师潘春明荣列其中。

今年8月12日，52岁的潘春明来到泾县
的水墨汀溪风景区游玩。上午11时左右，
小潭里水流突然湍急起来，水位迅速上涨，
水里玩耍的人纷纷奔跑上岸。一个约10岁
的孩子没能及时撤离，瞬间被急流卷入深水
区，在水潭中上下浮沉，情况十分危急！

水深且急，岸上游客惊恐呼救。潘春
明见状，毫不迟疑地一头扎进水流，奋力向
孩子游去。他快速游到孩子身边，一把抓
住孩子的胳膊将其托出水面，逆着水流游

回岸边。
刚 把 孩

子送到岸上，

潘春明就听到岸边有人呼喊，“还有一个大
人”“救救大人”……原来，在他救孩子的过
程中，孩子的父亲也着急跳下了水，或许因
为缺少野外游泳的经验，加之水流过于湍
急，孩子的父亲在水中扑腾几下就沉到了
水底。潘春明立即转身，再次迎着急流向
潭中间游去，他来到孩子父亲下沉处，一头
扎进水中将其托起，拖拽着他向岸边游
去。靠近岸边时，潘春明已经体力不支，岸
上游客连忙搭手将他们拉上岸。

最终父子俩平安得救，此时的潘春明
力气已经耗尽，坐在岸边的石头上喘着粗
气，尽管脸色发白，但他还是笑着说：“人没
事就好，只是水太凉了，我喝了两口水，感
觉有些冷……”

经过几分钟休息，潘春明体力渐渐恢
复，此时被救的父子一行人中，有人前来表
示感谢，并且要潘春明的联系方式，他笑着
拒绝了：“我刚好会游泳，碰见了就把他俩
拉了上来，也不是什么大事。”说完就和家
人一起离开了。

事情发生后，潘春明反复叮嘱家人和
同行的朋友，这只是举手之劳，没必要和其
他人提起。但其救人义举还是被传播到网

络上，赢来一片点赞转发。
这件事发生在潘春明身上，同事们在

敬佩之余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潘春明一
直热心助人。从事教师行业30多年来，潘
春明一直把大量精力倾注在学生工作中，
他细心观察着每个学生的动态。学习上，
无论备课多晚，还是会利用课余时间耐心
为孩子答疑解惑；生活上，经常主动倾听学
生的心声，及时与他们沟通……帮助困难
学生，关心留守孩子，成为他在学生及其家
长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在生活中，潘春明和爱人还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只要邻里有需求，他总会搭把
手。潘春明所在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他
们一家人都是社区志愿者，经常参加志愿
活动。

潘春明的英雄事迹在网上广为流传
后，有位学生这样留言：“我为是潘春明老
师的学生而自豪，二十年前您用课本给我
们上课，二十年后您用实际行动给我们‘上
课’，我会一直用心听您的课！”还有位家长
留言道：“平凡中见伟大，潘春明老师不愧
为人师表，女儿很荣幸能成为您的学生，您
的一言一行都是‘最美的教材’。”（阮孟玥）

勇救落水者的好“园丁”
——记芜湖市繁昌区田家炳中学教师潘春明

11 月 14 日，含山

县公安局交管大队走

进县第二幼儿园开展

以“小手拉大手 安全

文明出行”为主题的

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民警通过游戏道具模

拟车辆日常出行，使

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

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冯善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