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19 日，北
京市正式启动暑期
托管服务。连日
来，记者采访多所
小学及不少家长了
解到，学校开展托
管服务的内容主要
包括辅导学生完成
暑假作业、阅读和
锻炼身体等。

托管服务应该
涉及哪些内容，是
教育部印发《关于
支持探索开展暑期
托管服务的通知》
以来，广大家长和
社会各界持续关注
并热烈讨论的话题
之一。

多位司法人员
及法学专家近日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法治教育亟须
从青少年抓起，通
过培养提升法治意
识，让青少年养成
学法、守法的行为
习惯；学校暑期托
管班不组织补课、
不讲新课，恰可以
对学生开展法治教
育，补上法治教育
这堂课。

2021年7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周小雅 电话：0791-86821890 05版特别报道

“官方带娃”该怎么带？专家提出——

暑期托管，能否补上法治教育这堂课
● 法治教育不是学科教育，但是对青少年来说却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应该在暑期托管班占有一席之地
● 目前很多学校虽然设置了“道德与法治”这门课，但是却存在被其他科目占用的现象。此外，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欠缺
● 青少年法治教育进暑期托管班，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学校、家长共同发力

7 月 19 日中午，在北京市
海淀区苏州桥附近的一家书店
里，记者见到了在附近一家教
育科技公司上班的李静。“把娃
送学校托管后，我就可以安心
工作了。”她低声告诉记者，我
们是双职工家庭，女儿上四年
级，以前一到寒暑假就发愁，要
么花大价钱给孩子报名上舞蹈
等集训班，要么就带到公司跟
着上班，“官方带娃”解决了她
家的大难题。

北京市教委 7 月初发布消
息称，今年面向小学一年级至
五年级学生提供暑期托管服
务，托管服务分为两期，每期12
天，以看护为主，包括提供学习
场所，开放图书馆、阅览室，有
组织地开展体育活动等，不允
许组织学科培训和集体授课。

朝阳区一位学生家长夏女
士向记者出示了其孩子所在学
校的暑期托管服务通知：托管
时间为 8时 30分至 17时 30分；
托管内容包括学生自习，完成
暑假作业，开放教室、阅览空
间、操场以及其他教育场所，组
织学生适度开展体育锻炼。

北京市朝阳区一所小学的
任老师给记者展示了该校暑
期托管的课程表：上午总计 3
个半小时，包括适度运动、暑
期作业、阅读、棋类活动、眼保
健操等；午餐与午休 1 个半小
时；下午总计 4 个半小时，包
括做手工、暑期作业、阅读、游
戏活动等。

记者同时采访了上海、山
东等开展暑期托管服务地区的
一些学校了解到，托管服务的
内容都较为丰富，但均未设置
法治教育课。

那要不要在暑期托管期间
开展法治教育课呢？

多位受访的家长认为，开
设法治教育课是一件好事，不
仅是法治教育课，还建议开设
一些应急避险课程。“正好趁着
暑期补一补法治教育课，让孩
子学会保护自己且做到不伤害
别人。”李静说。

在海淀区人民法院少年法
庭负责人秦硕看来，暑期托管
完全可以开展法治教育。

秦硕担任法治副校长已有
10年之久。7月22日中午，在海
淀区人民法院图书馆里接受记
者采访时，她提出，法治教育不
是学科教育，但是对青少年来说
却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应该在
暑期托管班占有一席之地。

“现在的孩子们获得信息
是触手可及，法治意识越来越
强，对法治知识的渴求也越来
越强烈，在这种情况下，迫切需
要通过法治教育引导他们正确
理解法律、正确行使法律赋予
他们的权利。”秦硕说。

秦硕认为，虽然孩子们对
法治教育有迫切需求，但不能
指望他们自己提出来，与此相
应的是，也不能低估对他们进
行法治教育的重要性，如果能
够通过法治教育帮助他们形成
法治意识，形成与此相适应的
行为规范，让他们学会尊重别
人、保护自己，成为一个不会危
害社会的人，意义重大。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
长、法治与教育研究中心副主
任袁治杰说，法治社会建设的
重心就是从未成年人抓起，从
小树立他们的法治意识。而法
治教育不同于语数外等学科课
程，它更多是一门公民人格养
成的课程，而非知识型课程，在
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法治
课程融入暑期托管班”。

暑期托管未涉法治教育
开设法治课必要且可行

早在 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就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
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在中
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今年6月印发的《中央宣传部、司
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八
个五年规划（2021－2025年）》中也提
出，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具体
措施包括：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
尊法守法习惯；进一步完善政府、司
法机关、学校、社会、家庭共同参与的
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等。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很多学校
虽然设置了“道德与法治”这门课，
但是却存在被其他科目占用的现
象。此外，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在一
定程度上也存在欠缺。

李静告诉记者，她孩子的学校
开设了一门“道德与法治”课，但一
学期上不了几回，还经常被语数外
等课程占用。

任老师也坦言，“道德与法治”
这门课在其所在学校的上课情况确
实不够理想：一方面是被占用的问
题；另一方面学校没有专职“道德与
法治”课的老师，多为学科老师兼
任，上课也是主要讲道德而鲜少涉

及法治。
在袁治杰看来，这正是未成年

人法治教育目前存在的不足之一，
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的任课老师少
有法学专业背景，对于什么是法治
和法治精神也不甚了然，无法顺利
开展法治教育。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
察官、首都师范大学附属苹果园中
学分校法治副校长车明珠发现，目
前，小学开设“道德与法治”课，法治
教育更多侧重宪法与法律体系建
设、权利与义务的辨析等，需要增加
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此外，所用
教材均为全国统编教材，存在难以
顾及地区差异、内容修订周期长等
问题。以北京市为例，难以解决首
都中小学生实际法治困惑，学生获
得感不充分。

车明珠还发现，法治教育教材
内容和教学案例中的法律知识较为
抽象，如果能够辅助之以鲜活实例，
会对已经具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和
道德、法治认知的学生更有吸引力。

“中小学法治教育虽然按要求
做到了‘进教材、进课堂’，但是在打
通‘进学生头脑’这‘最后一公里’上
还有短板、弱项。”车明珠说，法治教
育这堂课亟须补上。

学校法治课还存在短板
占课普遍普法教育欠缺

“暑期托管如果能开设法治教育
课就再好不过了，但首先要解决谁来
上的问题。”任老师说。

对此，车明珠的建议是，可以由
具有法律专门知识的专业人士来
上课，未检检察官长期从事法治教
育宣传工作，可以充分发挥检察机
关职能优势、人才优势和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优势，遵循学生认知规
律，围绕学生法治困惑甄选典型案
例，提供有针对性的法治教育产
品、课件，将法治理论融入案例解读
中，激发学生体验共鸣。

袁治杰认为，除了由政法干警担
任法治副校长之外，还可以发挥我国
法学院校学生数量多的优势。我国
有600多所大学开设法学专业，这是
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让他们以志愿
者身份投入暑期托管服务，开设法治
课，有助于解决法治教育力量不足的
问题。

秦硕根据自己的工作经历提出：
在少年司法领域，专门从事法治教育
的人士，即使把公安机关、检察机关、
审判机关、律师行业的人士都涵盖其
中，相对数量还是偏小，无法满足我
国青少年法治教育实际需要。因此，
少年司法工作，从来不是一个部门能
够推动的，一定是多个相关部门、各
种社会力量联动的结果。

他认为，法治教育进暑期托管
班，同样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学校、家
长共同发力。比如，司法行政部门和
教育主管部门将法治教育纳入托管
服务范围，学校与法治教育专业人员
（如法治副校长）牵头对接，由专业人
员带队展开法治教育工作。

在袁治杰看来，解决了谁来上的

问题后，接下来就必须让法治课的课
堂形式生动有趣，才能够吸引学生眼
球，提升学习兴趣。

“不能把法治教育课程变成让
孩子背诵法条，这样的法律知识对
孩子也没有什么用，而且会引起反
感，更会加重孩子们的负担。”袁治
杰说，要让孩子理解法治精神和法
治理念，让他们理解法治是一种生
活方式，是我们共同生活的框架，
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袁治杰举例说，他们创作的《被
挤烂的丸子店》，就是通过一次次试
错让孩子们理解规则何以如此重要，
更让他们知道规则是自己参与制定
的。实践中，有的学校开展法治绘本
创作；有的学校组织法治主题的话剧
表演；有的学校组织学生制定班级规
则，学生之间发生纠纷通过组织模拟
法庭来解决，这些都是形式非常活泼
的法治教育。

秦硕则建议，可以让孩子们走进
法院，感受一下真实的庭审，同时感
受一下法律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让
孩子们坐到“束缚椅”上，体验如果行
为不规范会面临怎样的困境；还可以
组织孩子们参与模拟法庭，让他们在
模拟审判中感受法律的公平正义。

“对三年级以下的学生讲课就不
能太深，否则他们听不懂，可以设置
互动性质的法治游戏，提升他们对法
治的兴趣，在玩耍中学习一件法治小
事，比如不能闯红灯，慢慢让他们形
成规则意识。”秦硕说。

他还建议，可以选择一个学区先
行先试，将法治教育融入暑期托管
班，摸索出相关经验后再逐步推广。

（据《法治日报》）

由谁上课问题亟须解决
课堂形式务必生动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