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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抱怨的背后，一些老师
也很无奈。

“我们老师也不喜欢这种课外
打卡任务，也希望少一些形式主义
的打卡，减轻老师的负担。”济南老
师周晓梦表示，“家长上班也很忙，
我们也不愿意催促家长。”令周晓
梦印象深刻的是，有时有孩子没完
成，老师下班后还要加班盯着督促
提醒家长，家长态度不好，老师也
很尴尬。

“这一切都是因为上级要考
核，我们基层老师也没办法。”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告诉记者，
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打卡之所以成
为家长眼中的“形式主义”，是因为
相关部门对学校考核，学校再对老
师和班级考核，如果考核不过关，
年底就可能影响学校和班级、老师
评优，大家只能都重视起来，不敢
大意。

家长王琛对这一点深有感触，
她回忆说，今年暑假，孩子幼儿园
毕业后，她发现原本早已“欢送”完
毕业生，很少发通知的幼儿园家长
群里，老师依然会提醒大家不要忘
记安全教育平台打卡。“老师也需
要休假、休息，可她竟然还要为已
经毕业的孩子们安全教育平台打
卡操心，实在是不容易。”

“我们现在的老师也很累，我
们期盼能少一些课外任务，让老师
回归课堂专心地教课，那种感觉是
最幸福最轻松的。”周晓梦说，有时
候老师总忙于一些本职工作以外

的事情，感觉上课反而成了一种奢
侈。

事实上，很多家长反感的并不
是安全教育，而是反对形式和任
务。很多人理解，安全教育平台的
初衷，是为了提升孩子的安全知
识，保护孩子生命安全。

据报道，2013年，教育部基础
一司委托中国教育学会开展安全
教育的相关实验和试点工作，选择
适当地区建立安全教育平台。该
平台的初衷是利用信息化手段提
升安全教育水平。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在各地
实践中，常常有家长或教师反映：

“强制完成”“完成率纳入教师和学
校评比”“学习内容超出学生实际
知识水平”“都是家长在答题”等，
甚至有一些机构和个人以“代打”
名义，为家长提供有偿“打卡”服
务。

“安全教育完全可以在学校统
一完成，很多安全知识老师在学校
已经讲过了，没必要让孩子和家长
在家重复进行。”济南一位家长提
出建议。

全国多地在叫停安全教育平
台强制打卡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关
的解决办法。

福州市不再要求学生利用课
余时间登录学校安全教育平台完
成学习任务，改为学校可以利用安
全教育平台资源，统一在学校组织
安全教育。

福州市教育局还要求各地各

校要抓好贯彻落实，落实情况纳入
年底考评。各学校可将新要求传
达至每位学生家长，请广大家长共
同监督举报。对违反以上规定要
求的县（市）区教育局和市属学校，
将在全市教育系统通报批评。

11月 16日，成都当地开始开
展安全教育平台使用的自查自
纠，在11月 20日以后，若仍然存
在强制注册账号、在班级群或家
长群通报未完成学习人员名单、
让家长代替孩子看视频并完成作
业等情况，家长可通过扫描市教
育局开通的二维码或拨打电话进
行反映。

在济南，部分学校转发的相关
部门通知中也强调，安全教育平台
使用自主、自愿的原则，切忌教育
中的形式主义；需要家长配合的，
要让家长理解安全教育工作的意
义，避免引发误解。安全教育平台
使用对学校不做考核，对家长学生
不作强制要求。

“学校里对孩子进行的安全教
育很重要，会让孩子的一生都受益
无穷。但是只有安全教育真正地
从流于形式成孩子们心中忘不了
的知识，孩子们才能平安出门，安
全回家，一生走得更平稳更平安。”
济南一位老师感慨，孩子平平安
安，是每个家长和老师的心愿，希
望这种心愿以更美好的形式去实
现。 （济南日报）

（为保护隐私，文中提到的家
长、老师名字均为化名）

全国多地叫停“安全教育平台”强制打卡：

学习流于形式，加重家长负担
近日，一则关于“福州取消安

全教育平台打卡”的消息引起全国

关注。一石激起千层浪，厦门、成

都等地纷纷下发通知，取消安全教

育平台打卡的强制要求。

在济南，多位家长及老师向记

者表示，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已经

取消安全教育平台打卡，对家长和

学生不作强制要求。

“全国多地叫停安全教育平台强制
打卡太好了！终于取消打卡了！”11月
19日，济南一年级家长林玮告诉记者，
孩子幼儿园三年，家长被催着打了三年
卡，非常烦恼，终于解脱了。

第一个叫停这种“形式主义打卡”
的是福州市。

“福州通知说，以后会统一在学校
组织安全教育，这样安排就很好，家长
终于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了。”林玮说，
因为有朋友在福州，所以她对福州叫停
的通知印象非常深刻。

今年10月30日，福州市教育局发
出通知：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学生
或家长完成学习任务，严禁以口头、公
示栏、微信等任何方式通报或公开学生
参与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情况。

“我们从今年11月初起，就不再提
醒家长打卡了。”济南小学老师赵森向
记者透露，目前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已
经发通知给班主任，对家长学生不作强
制要求。

“好像最近班级群里确实没有要求
家长在安全教育平台打卡的通知了，老
师也没在群里催促。”林玮翻看班级群
里的相关通知，发现老师最后一次在群
里发通知是在11月初，此后就没再发过
相关通知。

记者从多位家长和老师提供的内
部通知中也证实了这一消息。记者从
济南某学校转发的一份通知中看到，

“对中国教育学会的安全教育平台，重
申自主、自愿的原则，切忌教育中的形
式主义。再次重申，安全教育平台使用
对学校不做考核，对家长学生不作强制
要求。请一定转达给所有班主任、教
师。”

全国多地也叫停了“安全教育平
台”强制打卡。11月16日，成都市教育
局发布消息，切实纠正“成都市学校安
全教育平台”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强制
注册账号、在班级群或家长群通报未完
成学习人员名单、让家长代替孩子看视
频并完成作业等现象，并要求各级各类
学校每月确定一次安全教育班会课，组
织学生在校集中收看、学习、交流讨论。

11月15日，泉州市教育局在这份
关于规范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在线教育
工作的通知中提到：除“开学安全第一
课”外，允许师生和学生家长有选择性
地参加“平台”在线学习，不得以任何方
式强制要求学生或家长完成在线学习
任务。严禁以口头、公示栏、微信等任
何方式通报或公开学生参与平台在线
学习情况，严禁月末、期末集中突击组
织在线学习，严禁教师或学生家长替代
学生完成在线学习。

值得关注的是，泉州发文强调，今
后全市各地各校“平台”学习的情况，不
再纳入年度全市学校安全目标责任管
理考核指标扣分项目。

“我家孩子的参与度为零，好
几年都是家长在打卡。”张宁是济
南一名四年级学生的家长，说起安
全教育平台的打卡任务，她一脸无
奈：“孩子自己又没有手机和电脑，
这种高频率的学习打卡又必须完
成，很显然最终会变成家长的任
务。”

“孩子们本来晚上写作业就够
忙的了，哪有时间看这些？如果老
师要求拍照，那很多孩子就会拿着
手机点开视频做个样子，拍照发到
班级群里交差。”在张宁看来，毕竟
孩子要长期在学校就读，学校和老
师安排的任务，家长也不敢不完
成。这种打卡结果就是给家长增加

负担，大家都知道是走形式，心照不
宣，只要完成就行。

令张宁无奈的是，有学校还会
要求家长在群里接龙，让老师督促
家长孩子们及时完成任务。有时候
完不成还要被老师点名，感觉像在
群里被“通报”了。

“周一到周五，老师在群里催
了两次，点名说还有两位家长没完
成。”一年级家长宋芳告诉记者。
有一次工作日，宋芳没看到群里的
信息，错过了安全教育平台打卡，
老师先是在群里点名提醒，又专门
打电话提醒她，请她尽快完成。当
时是工作日，她正在开车赶着去忙
工作的事情，无奈之下，她只好先

找个地方停车，用手机完成了安全
教育平台打卡，再去忙工作的事
情。

王琛的孩子今年刚从幼儿园毕
业，她认为，安全教育平台学习的形
式主义在“答题”环节上尤其明显。

“幼儿园孩子年龄那么小，怎么可能
独立完成？”王琛说，教育平台上的
答题环节，动不动就要答5至10道
题，甚至更多。

“我有时候也会带着孩子看一
下安全教育小视频，但是大多数时
候都是家长在机械地完成任务。”二
年级家长宋美勤说，孩子幼儿园三
年加小学一年，安全教育打卡基本
都是她亲自完成的。

等待已久的叫停

被打卡“围困”的家长

来自老师的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