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民随笔

    家校共育，边界在哪儿是个难

题。据媒体报道，这几年，高学历家
长越来越多，他们多有顺利且成功

的求学历程， 大多积累下了成熟、

成体系的学习经验。部分家长将自

己的经验和观念“套用”到孩子的
校园教育中，点评和质疑教师授课

内容。 这让一部分教师陷入困惑：

家长总来指导教学，课都不知道怎
么上了。

家长“指导”教学，让人联想起
前阵子的热门话题：教师通过微信

群“指挥”家长批改作业、辅导功
课，导致有的家长“愤而退群”，教

育部门因此重申不得要求家长批
改作业的规定。 实际上，“家长群”

不仅可能成为部分家长的负担，也
让不少教师“爱恨交织”：沟通变得

方便了，边界感却变得模糊了，“自
从进了微信群，每天都是家长会。”

如今，家庭正越来越深度地参
与到孩子的学习过程中。学校教育

之外，家长为孩子安排规划课外学
习内容已是普遍现象，从校外培训

机构的火爆就可见一斑。 不管是主
动还是被动， 家庭在孩子学习中扮

演的角色，与以往不可同日而语。在

这个变化过程中出现的 “指导”和
“指挥”现象，显示出家校边界模糊

的问题。 对于“指挥”，已有禁令在
前，需要更好地落到实处；对于“指

导”， 需要家庭与学校共同探讨，确
立家校沟通的界线， 完善家校沟通

的机制。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 两翼
齐飞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如果

一个翅膀去“指导”另一个翅膀怎
么飞，很可能就会乱了阵脚。 学校

教育的主要承担者是教师。 一方
面，教师受过专业的教育培训，也

需要遵循课标和教学大纲； 另一

方面， 教师虽然有责任关心每个
学生， 但教学要面对的是学生整

体，不能只听从单个意见。 对教师
来说，不能把自己的专业职责“转

嫁”给家长；对家长来说，有权对
教学提出意见建议， 同时也不要

过度干涉学校教育。

家校共育， 多些相互尊重的平

等沟通，少些“指导”和“指挥”。 双方
不越位、不缺位，才能形成合力，共同

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指导与指挥
郁晶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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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张永昌）昨天，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与
崇明区人民政府签署共建世界级生

态岛碳中和示范区合作框架协议。
按照协议，双方将合作调查分析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碳排放特征，研究
制定符合世界级生态岛定位的碳中

和示范区行动方案；探索契合崇明实

际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碳中和示范项
目，谋划切实可行的碳中和示范区技

术路线图和实施路径；搭建科技创新

和产业研发平台，共同打造崇明绿色

低碳技术开发应用和产业高地；加强
沟通协作，推进崇明区碳中和示范区

建设，成为碳中和的引领者。

“碳中和”是指采取植树、节能减
排等方式将排放的二氧化碳全部抵

消。“十三五”期间，上海坚持碳排放
总量与强度双控，煤炭消费占比持续

下降，天然气消费占比稳步提高，光
伏、风电等可再生清洁能源不断发

展，碳排放强度下降，为下一步实现

碳达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不

再增长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多年来，崇明坚持走绿色低碳

发展之路，加快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优化调整，深入开展工业、建筑、交通

等重点领域节能减排和能效提升。崇
明承载着全市三分之一的森林，三分

之一的基本农田，拥有东风西沙、青

草沙水库两大核心水源地，森林覆盖
率达到 30.5%，到 2025年，自然湿地

保有量不少于 24.8万公顷，生态环

境优势明显，是上海重要的碳汇基

地，具备布局建设“碳中和”试点项目
的先天优势和独特条件。“十四五”规

划提出，上海到 2025年前实现碳排
放达峰，比全国目标提前 5年，崇明

建立碳中和示范区正当其时。
上周，申能集团与崇明共同启

动了减碳行动暨造林碳汇工程，将

通过“光储微网”一体化绿电项目，
实现横沙全岛可再生能源电力供

给，计划到 2025年，建成 30万千瓦

光伏、配套 8万千瓦时储能项目及

生物质发电，形成全岛自发自用、全
岛平衡、余电外送的绿电格局。

专家建议，崇明大力发展战略
性新兴产业、智能制造、高技术产业

与现代服务业，推动绿色低碳技术
创新和清洁生产；在产业结构、能源

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方面持续发

力，优化调整，积极发展渔光互补光
伏发电、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倡导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用植树节能减排等方式抵消排放的二氧化碳

崇明将建“碳中和”示范区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上海

启动区校思政课程共创计划，实施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示范

区”建设。昨天，市教卫工作党委与
松江区签订《支持松江区创建上海

市“三全育人”示范城区的协议》，
将共同推进区校理论武装共建计

划、党建资源共享计划、思政课程

共创计划、日常思政共育计划、人
才队伍共培计划等一系列重点举

措，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进青少年
群体。

其中，区校理论武装共建计划

包括推动“领导干部上讲台”，建立

区委、区政府领导高校联系点机制，
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形势报告、宣讲

报告会等。区校党建资源共享计划
是指推动“党建+结对”，鼓励机关、

高校、中小学、企事业单位、社区成

立党建工作联盟。区校日常思政共

育计划是指遴选一批企业、场馆授

牌建设“三全育人”校外思政教育基
地，建设思政教育社会大课堂。鼓励

10所高校“大手拉小手”，分别与
高中、中职校、初中、小学、幼儿园共

建，开放共享育人资源。

作为协议的重要内容和推进
“开门办思政”的重要举措，市教卫

工作党委、市教委向松江辖区内的
上海天文博物馆、陈云与松江区农

民暴动史料展等 10 家单位授予

“上海市‘三全育人’校外思政教育

基地”铭牌，发掘整理其中蕴含的
思政教育资源并向大中小学开放，

变思政小课堂为社会大课堂,让爱
国主义深入人心，让劳动教育、科

技创新教育等落地生根。

上海启动区校思政课程共创计划
鼓励高校与中小学幼儿园共享资源

“一个铁块，如果只拿锉刀锉

上一两下，那么它只会多上几条划
痕。锉上几十下，它终究还是一块

铁块。但是，把这些反反复复做上
成百上千次，铁块最终变成了一个

锤头，变成了一个拥有使用价值的
工具。这也证实了一个原理，那就

是量变引起质变。”这段文字，摘自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学
生王睿扬在完成金工实验后撰写

的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金工实习中的体现》的小论文。

“我们在发挥金工实验这门专
业实验课程应有的思政教育、思想

引领功能的同时，还引导学生学以

致用。”主讲教师杨小勇说，学生来
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力求将金

工实验这门课程与同学们的专业

实验、专业实习、专业设计紧密结

合。“没想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和认识论对我们的专业学

习也有这么大的指导作用。”同学
们说。据悉，同济大学所有的专业

课都已融入思政课的内容，金工实
验课就是其中之一，该课程 2016

年入选教育部首批“国家级精品资

源共享课”，截至 2021年 3月 18

日上午，在线学习人数达到

189708人，居全国该门课程在线
学习人数首位。

除了专业课程融入思政内容，

近年来同济马克思主义学院也不
断创新思政课教学的方法，立足同

济特色，引导同学们将思政课所学
灵活运用于自身的学习与生活。

“永新村，是云南省临沧市凤
庆县鲁史古镇的一个村子，近年来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道路建设

加快推进，水网、电网设施建设速
度加快，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群众

收入明显改观。我将来要把好的理
念和思想、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回家

乡，用自己所学为家乡的繁荣作出

贡献。”这段文字，选自学生杨绍卿
“家乡历史调研”作业。

“开展家乡历史调研，是思政
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特别增设

的实践环节，是希望同学们从微
观的家族、家乡历史的视角，来感

受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从

而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
感。”马克思主义学院主讲教师李

雅茹说，自 2009年起开展家乡历
史调研以来，极大地调动了学生

的参与热情，在每次活动总结交

流会上，同学们都踊跃上台争相
介绍自己的家乡，饱含着对家乡

的深情。

“时代的发展，也需要思政课

在改革创新中寻求发展。思政课教
学要善讲大历史，善用大场景，既

要在历史与理论的相互贯通中启
发学生，也要在实践与问题的彼此

观照中激励学生。”同济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徐蓉如是说。

本报记者 张炯强

把学生关注话题融入教学
同济大学改革创新思政课

    位于高安路衡山路路口的高安花园，原为上世纪 90年代的加油站改造成的绿

地。徐汇区着力推进“公园城市”建设，把该处绿地打造成具有法式风情的街景花园，
以“梧香枫情”为主题，以绚丽多姿的花谷打开视野。这为未来徐汇形成“一街一景、

一路一色、一角一特”的可持续发展绿色社区作出了探索。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转角遇见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