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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突发疾病或伤害，学校应立即救护，

妥善处理；遇学生欺凌，学校应采取必要保护措

施；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立未成年人保护热

线，及时负责受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

诉求，收集意见建议，提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咨

询、帮助。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自2023年6月1

日起施行。

学校应设有卫生保健机构

在校生突发疾病或伤害，学校该如何应对？条

例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提供必要的卫生保健条

件，按照规定设立卫生保健机构，配备专职或者兼

职保健工作人员，购置必需的药品和急救器材。未

成年人在校内、园内或者本校、本园组织的校外、园

外活动中发生突发疾病、人身伤害事故等，学校、

幼儿园应当立即救护，妥善处理，及时通知未成年

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接学生欺凌报告后应采取保护措施

条例规定，学校应当定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

调查，采取多种方式及时了解学生欺凌情况。学校

教职员工、未成年人的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发现学生

受到欺凌或者疑似受到欺凌的，应当及时向学校

报告。

学生报告欺凌情况的，学校应当采取必要的保

护措施。学校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认定、处理学生

欺凌行为，开展心理辅导、教育引导及家庭教育指

导等工作，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

积极配合。

未经家长同意不得为未成年人 “医美”

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

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医疗美容服务。如违规，将由

卫生健康部门责令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拒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罚款，对有关医务人员可以责令暂停1

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北京12345将设未成年人保护热线

条例规定，本市依托12345市民服务热线建

立 未成年人保 护 热 线，设 置 专 席 人 员，负 责 受

理、转介涉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诉求，收集意

见建议，提供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咨询、帮助；

专席人 员 应 当熟 悉 未 成 年人 身心 特点，定 期 接

受专门培训。

人工智能产品不得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人工智能”也被写入条例。考虑到人工智能

产品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条例特别规定，向未成年

人提供人工智能产品和算法推荐服务的，应当便于

未成年人获取有益身心健康的信息，不得推送可能

引发模仿不安全行为、诱导不良嗜好或者违反社会

公德等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信息。

未成年人受侵害人人有权直接报告

在实践中，存在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共同生活

的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受委托的照护人等对未成年

人实施侵害而长期不被发现的情况，新条例规定：

未成年人受侵害，任何人有权直接报告。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生活的

其他成年家庭成员，以及临时照护人、代为照护的

被委托人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

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应当及时

了解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情况严重的，立即向公

安、民政、教育、卫生健康、网信等有关部门报告。

未履行报告义务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有权督促

履行，或者直接向有关部门报告。

学校周边二百米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

在社会保护方面，条例规定，在学校、幼儿园

周边开展生产、经营及其他活动的，应当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学校、幼儿园周边二百米范围

内不得设置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等不适宜未成年人活动的场所；在学

校、幼儿园周边一百米范围内不得设置售烟网点。

在学校、幼儿园周边一定范围内不得设置酒、彩票

销售网点，具体范围由市商务、民政、体育等部门

确定并公布。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

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

中央电视台曾经有个非常著名的公益广告：

一个稚气十足的孩子，看到妈妈为坐在轮椅中的奶

奶洗脚，便立即从厨房端来一盆水，颤颤巍巍的走

动中，水花溅在孩子的脸上，随着一声“妈妈，洗

脚” 的稚嫩童音，画面中荡漾出来的是传承千载

的心灵孝音、让观众们无法抵御的天伦温暖。这个

广告最后用了一句非常经典的广告词：其实父母是

孩子最好的老师。

父母在孩子的眼里就是模范 和 表 率 ，父 母

的 一 举 一 动 、一 言 一 行 潜 移 默 化 地 在 影 响 着

孩 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在日常生活

中家长首先要注重自身的修养，树立自己的威信。

而威信的树立，不是靠说教，而是靠自己的言谈举

止，即父母的身教。孩子们是通过模仿来学习各种

不同的行为方式的，模仿是没有道德判断的，但通

过模仿学到的不同行为方式，就是别人评价个体

道德品质的依据。孩子们模仿最多的就是自己的

父母。因此对于家长来说，在孩子面前要做到谨言

慎行，家长随便说出的一句话，对一件小事的处理

方式，都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良好品德的培

养。“身教胜于言教”这句话用在父母对孩子的品

德教育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有的家长望子成龙，自己却从来不读书、不

看报，更不了解国家大事。认为学习就是孩子自己

的事情，不允许孩子看电视、上网，而自己下了班

打扑克、玩麻将。也有的家长周末把孩子关在自己

的小屋里学习，布置一套套练习题让孩子做。而自

己却在沙发上磕着瓜子、看着电视，手里拿着遥控

器，一边换着频道，一边在门缝里看孩子是不是真

的在写作业，嘴里还不停地喊“要认真写，写不好

可得重写一遍”，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好像家长

在孩子面前完全是管理者，家长的任务就是监督孩

子。可能有的家长会说：“我们文化水平不高，辅导

不了孩子呀”，可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影响孩子

成长的不仅仅是父母对孩子的监督，还有父母的榜

样作用。只要求孩子去好好学习，自己却不学无术，

更不天天向上，这样的教育效果是可想而知的。

我一直记得曾在一个菜市场里遇到过这样一

家人。当时，菜市场里的顾客都在选完菜之后排队

付账，可是一个带着孩子的爸爸竟然不排队，直接

站到了柜台前就要付账，旁边排队的人都纷纷指

责他。结果，这个爸爸说：“我站在这也是在排队

呀，谁说过只有一队可排？”说这话的时候，孩子

和妈妈就在旁边看着，妈妈还怒气冲冲地帮腔。结

果，大家伙儿七嘴八舌教训了一顿这个爸爸，说在

孩子面前不讲规矩，将来他家这孩子准保和父母

一样胡搅蛮缠。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将来也一定

会效仿他的家长，或者当孩子看到这么多人指责他

爸爸妈妈的时候，就会失去对父母的信任了。

在这个方面，我也曾遇到过做得特别好的家

长。记得有一次一位家长在和我交谈时，告诉我说

“老师，我孩子特别聪明、可爱，但就是太懒惰，

不爱运动就爱吃零食，导致自己的体重严重超标，

体育成绩特别差，体质也令人担忧。现在为了让孩

子能改掉这些坏习惯，拥有健康的体魄，在生活中

我先做孩子的榜样。我以前从不锻炼，现在我开始

坚持长跑，同时也不胡吃海塞了，还经常叫上孩子

一起去爬山、打羽毛球、长跑。我还和孩子一起做

低糖低脂的轻食”。这个家长的做法，最后不仅让

自己的孩子跟着他动起来了，体重大大减轻，这个

孩子在体育中考中成功拿到了满分，就连这位家长

也成了长跑健将。这样的家长不仅是他孩子的榜

样，也是所有家长们的楷模。

■ 文/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学校 景晶

近年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

越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面对学习、生活

等各方面的压力时，青少年个体应对压力

的方法可能不足或者不成熟。

学生群体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些？

孩子心理健康出现问题，老师家长该怎么

办？预防和减少青少年心理问题发生必须

采 取 家庭、学 校和社会相结合的综 合措

施。

如何让孩子身心健康地成长
和孩子保持亲密关系。如今不少父母有

一个误区，就是太重视对孩子的教育，却忘

记和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

其实，在保持良好关系基础上的教育才

有意义。心理专家主张“关系大于教育，关系

先于教育”，如果发现孩子有问题，先改善亲

子关系。

孩子对父母和自己的亲密关系不满意，

所以会逆反，比如父母要他好好读书，越说

他越不读。只有和孩子结成彼此非常信赖的

共情关系，父母的引导才会顺利地实现。

不要和“别人家的孩子”过分攀比。孩

子的年龄和心智有其年龄段的特点，不要过

分强调一致性，父母和老师不要总拿孩子之

间硬性地比较，而要鼓励自己的孩子成为他

希望成为的人。

用“情”打动孩子胜过用“理”。做父

母的是将“情”放在第一位，还是将“理”放

在第一位？家庭是应该讲“情”而不是只讲

“理”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正处在青春逆反

期孩子的教育。

允许孩子犯错。老师和家长要允许孩子

犯每个年龄可以犯的错误，这是心理医生在

临床中慢慢总结出来的，犯这种错误的结果

往往是好的。

那些看起来很傻的错误是孩子成长的

资源，而不是障碍。孩子没有经历过痛苦，就

容易被痛苦打倒，经历了才能学会管理和释

放情绪。

多把目光聚集在孩子身上。孩子的心思

是在和孩子的交流中体察到的。想让孩子对

我们没有戒备，老师家长平时需要多把目光

聚集在孩子身上，多问自己这些问题：我知

道孩子在想什么吗？孩子害怕什么？我了解

孩子的社交圈子吗？我有没有平等地与孩子

交流？

青少年出现心理问题 
老师家长怎么做？

跟孩子的朋友、同学了解孩子最近的

心理状态，是否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孩子

出现情绪的异常反应。

主动跟孩子交流，了解孩子的内心状

态，鼓励孩子表达内心的感受，可以询问孩

子是否需要父母和老师的帮助。

如果孩子表现出抗拒也要尊重孩子的

意愿，也可以跟专业心理老师交流孩子的

情况，请求心理老师及学校的帮助。

孩子出现心理问题，父母要理性地接

受：“孩子是真的病了！”它像躯体疾病一

样，需要积极治疗，要积极地帮助孩子寻求

专业医生的帮助。

对未成年的孩子，父母最好陪同一起

去见医生，一起了解孩子的病情进展、药

物以及心理治疗的效果，根据病情及时调

整治疗方案。

身边的优秀教师李朝晖：
“自主、合作、探索”式学习的引导者

强基工程

编者按：丰台区基础教育“强基工程”总体目标明确指出，“培养一支名师引领、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干部教师队伍”“每所学校都有领军型教师”。为进一步落实基础教

育“强基工程”，讲好丰台教育故事，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丰台区的优秀教师队伍，特推出“强基工程 身边的优秀教师”专题。通过对全区教育系统2023年获评北京市中小学正高

级教师的27名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的典型事迹进行集中宣传，充分展示丰台区教育战线的精神风貌，助力区域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公众认可度的提升。

李朝晖，北京市第十中学语文教师、高中语文

教研组长。从事高中语文教学工作24年，曾获得北京

市高中语文教师基本功大赛二等奖，丰台区第四届“师

慧杯”教学大赛一等奖，丰台区第一、二、三届骨干教师

“创新杯”教学大赛一等奖。曾主持、参与多个国家级、

市区级重点课题，主编多部教参、教辅资料，十余篇论

文发表在核心期刊，数十篇论文获国家级、市区级奖。多

次被评为丰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曾获丰台区“教育创新

标兵”称号，先后被评为丰台区骨干教师、北京市骨干教

师、北京市学科带头人、北京市特级教师。

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李朝晖越来越强烈地意

识到，要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最重要的是帮助

学生建立语文学科思维，提升语文学科思维能力。为

此，她特别注重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合作、探究”式

的学习，着力把探究性学习与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结

合起来，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

 首先，她注重鼓励学生发现问题，并在发现问

题的过程中激活学生的语文思维。

 不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认知存在偏差，以为语文

学习主要在于记背知识点，哪怕面对阅读理解类试题，

也总是热衷于记背答题套路。为改变这种局面，李朝晖

反复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充分利用“课前预

习”和“课后反思”两个环节，扎扎实实推动这一实践。

 具体做法是：在预习和反思环节中，设置“自由

提问”板块，提示学生可以就不懂之处向老师和其他

同学发问，也可以就自己的阅读发现考查老师和同

学。为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她经常进行“优质问题”

评奖活动。久而久之，学生们就能够比较有意识地去

关注文中关键词句的含义、篇章结构的特点，对表现

手法的使用，也形成了发现和赏鉴的眼光。

 其次，她注重引导学生甄别问题的优劣，在比

较的过程中优化学生语文思维。

 有一次，李朝晖在学生作业中发现，针对所读

文章同一内容，同学们出现了三类不同层次的提问，

正好代表了三个层次的思维水平。第一类问题的学生

基本没有“前后联系”的思维能力；第二类同学思考

比第一类同学要深入，但仍有待进一步；而第三类同

学的思维品质明显比前两者都好，不只想到问题而且

找到了答案，并进一步联系全文，想到了文章的布局

谋篇。李朝晖在处理作业时，同时呈现三个问题并让

学生分别回答，然后让大家分析三个问题的优劣。由

此，同学们意识到，理解一个词也好，一句话、一篇

文章也好，都离不开对相关语境、文章主旨的整体把

握。这样，阅读必备的“整体意识”“联系意识”就在

学生头脑中深深扎根，学生思考并解决问题的能力

得以提升，语文思维能力也随之逐渐优化。

身教胜于言教  做孩子生活中的表率
公开课

丰台 
教育

《北京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近日实施 如何避免青少年 
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