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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对外发布首批中小学数字教材
国家标准，明确指出数字教材中单
一视频时长有“限制”，小学阶段
不超20分钟，中学阶段不超25分
钟，且数字教材应“凡编必审”，
比一般网络出版物有着更高的出版
质量要求。新标准将于 2022 年 11
月1日实施。

2017 年以来，我国的教材建
设、教育信息化和儿童青少年近视
防控等方面的新政策频出。中小学
数字教材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制定
满足教材建设管理、教育信息化内
容供给和应用、中小学生近视防控
等方面新政策要求的系列标准，并
实现新闻出版行业和教育行业之间
的跨领域标准对接。为此，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
委员会近日批准发布 《数字教材
中小学数字教材元数据》《数字教
材 中小学数字教材质量要求和检
测方法》《数字教材 中小学数字
教材出版基本流程》3项推荐性国
家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方面表
示，面向未成年群体的中小学数字
教材比一般网络出版物有着更高的
出版质量要求，数字技术的引入，
让教材内容、体验提升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定的内容信息风险。此次
新国标特别提出了中小学数字教材
与其他一般数字教育产品不同的特
定流程。其中提到，审核与审定是
教材正式出版前应进行的法定步
骤，也是保障数字教材政治性的必
要流程，数字教材应遵循“凡编必
审”的基本原则。送审的中小学数
字教材，可以在小范围内开展教学
试用。数字教材正式发布后，还要
进行定期更新。

具体来讲，《数字教材 中小
学数字教材质量要求和检测方法》
提出，数字教材不应出现数据损
坏、异常报错、无法打开等情况；
同时，对差错率进行了严格要求。
为防控青少年近视，新标准特别对
数字教材在个人学习终端显示设备
和教室大屏幕上能否“看得清”进
行了详细规定。

不仅如此，除了历史资料性
的图片、图像外，数字教材中的
图片、图像显示分辨率应分别不
低于 720 像素，且不存在明显畸
变、模糊等严重失真问题。视频
画面要求质量清晰、无明显的画
面闪烁、抖动、卡顿、过亮或过
暗等现象。

据科技日报

凡编必审、限制时长

中小学数字教材
新国标来了

20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家
庭教育促进法，将“生活技能”
列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
近日，教育部正式印发 《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将劳
动课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中完全独立出来，并发布 《义务
教 育 劳 动 课 程 标 准 （2022 年
版）》。从 2022 年秋季开学起，
劳动课将正式成为中小学的一门
独立课程。其中关于让中小学生
学会做饭等劳动课程的内容引发
社会强烈关注，也迅速成为网络
热点话题。

其实，诸如烹饪技能等都是
最基本的生活技能要求，是儿
童青少年逐步学会独立生活的
基础本领，却又是很多父母忽
视已久的家庭教育内容。有些人
大声叫好，说劳动课又回来了，
自己就是在劳动中长大的。也有
些人困惑不解：小孩子需要这么
多劳动吗？还有些父母暗自叹
息：自己都不怎么会做饭，怎么
教孩子做饭？

让我们以事实来说话。2014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成立

“家庭德育状况及改进研究”课题
组，在全国城乡做义务教育阶段
家长的问卷调研，4000份问卷数
据显示，29.9%的父母没能认识到
运动、劳动与孩子品德和心理健
康之间的关系；41.4%的父母明确
表示自己的孩子不做或几乎不做
家务劳动；还有46.7%的父母有时
或经常会代替孩子的劳动，其中
城市父母（50.1%）要高于农村父
母 （39.9%）。这些数据说明，近
半数的中国父母忽视孩子对家务
劳动的参与。

现在很多父母不让儿童进行
家务劳动，怕耽误学习时间，显
然这是错误的观念。其实爱劳
动、会劳动不仅不会耽误学习，
相反还能够促进学习，有助于人
的全面协调发展。2014年，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 《小学生
家庭教育现状调查》 显示，在认
为“只要学习好，做不做家务都
行”的家庭中，子女成绩优秀的
比例仅为3.17%，而认为“孩子应
该做些家务”的家庭中，子女成
绩优秀的比例为 86.92%，两者相
差悬殊。

更为值得重视的一个核心问
题是，家庭教育促进法将立德树
人作为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而
能否真正培养孩子的道德品质与
生活实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
没有劳动教育，没有深厚的生活
实践，培养良好道德可能成为空
中楼阁。

早在1995年，我在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主持过一项课题，即
关于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的研
究。所谓“杰出青年”是指当时
省级以上表彰的模范人物或在某
专业领域内贡献突出者，年龄一

般在45岁以下。我们通过问卷调
查 了 148 名 杰 出 青 年 ， 数 据 显
示，这些杰出青年童年时经常帮
助父母做家务的占 81.08%，有时
做的占 13.51%，很少做的只占
5.41%。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段，另一
份调查报告即 《悲剧从少年开始
——115 名死刑犯犯罪原因追溯
调查》 在 《少年儿童研究》 杂
志上发表，也提供了可以大致对
应的数据。数据显示，这 115 名
青年死刑犯违法犯罪均起于少年
时期，其中30.5%曾经是少年犯，
他们中 90%游手好闲、贪吃好
玩、奢侈为荣、怕苦怕累。他们
的父母则大都对孩子百依百顺溺
爱无度。

多么鲜明而沉重的对比！148
名杰出青年与 115 名青年死刑犯
的童年比较告诉我们，什么样的
生活造就什么样的人生，什么样
的教育孕育什么样的人格。

我们应该为教育部门以国家
课程的形式率先引领劳动教育点
赞。劳动课程以丰富开放的劳动
项目为载体，重点是有目的、有
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
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受
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
质。毫无疑问，劳动课程如果持
之以恒必将提升一代代学生的综
合素质。

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
到，只有家校社协同育人，并且
坚持家庭教育是生活教育的理念
与原则，才能让劳动教育落到实
处。父母应当按照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要求，自觉承担起家庭教育

的主体责任，让家庭教育回归美
好生活。

让家庭教育走出偏重知识教
育的误区，回归生活教育的正
道，绝不意味着生活教育与知识
教育的对立，而是寻求一种平
衡，因为平衡的生活最有利于孩
子的健康成长。只有家庭进行生
活教育、学校进行知识教育、社
会进行实践教育，这三种教育相
辅相成，这种结构完善而严谨的
平衡教育才能为培养出真正的人
才奠定坚实的基础。

家庭教育的本质特点是生活
教育，生活教育是未成年人最需
要的家庭教育，而劳动教育是生
活教育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之
一。从家庭生活来看，学会做
饭、洗衣等于掌握了生活的基本
能力之一，对少年儿童的学习和
家庭生活及社交能力都具有促进
作用，将使其终身受益。

学校开设劳动课，教授学生
如何进行家务劳动是必要的，但
更重要的家务劳动教育一定是在
家庭里进行，而父母则是最好的
教练。父母的劳动教育观念与方
法，对于孩子劳动态度和习惯的
养成，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以往
的教训不可忘记，如有些父母包
办代替孩子的劳动作业，甚至以
弄虚作假的方式作秀，这些都不
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只有通过实
实在在的劳动，才能理解劳动的
艰辛和意义；只有追求美好生活
的劳动，才能树立劳动创造幸福
的价值观；只有长期坚持劳动，
才能养成劳动习惯，而这样的劳
动教育才会有助于实现立德树人
的教育目标。

据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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