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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快讯

校园本应为一片成长的净土，近年来，性侵案却

呈上升趋势，且“熟人作案多”“学校监管弱”“农村更

薄弱”。

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关注校园性侵案件，指

出应从加强立法监督、细化学校责任、普及性教育等

方面出发，建立事前预防、紧急救助到事后治疗辅导

的全套工作机制。

性侵案频发凸显监管漏洞

近年来“校园性侵”案被频繁曝光：安徽潜山天

明学校校长杨启发对 9名一至四年级幼女性侵时间

长达 11年；江西瑞昌 62岁代课教师陶表功多次猥亵

班上 7 名女生，致使其中 6 人感染性病；海南省万宁

多名六年级女生被校长与政府官员带走开房……发

生在未成年人身上的性侵案之恶劣，被无数人评论

“令人发指”。

今年 3 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

女童保护项目发布的《2014 年儿童防性侵教育及性

侵儿童案件统计报告》指出，2014 年，被媒体曝光的

案件高达 503 起，平均 0.73 天就曝光 1 起，是 2013 年

同比的 4.06倍。

更令人担忧的是，停留在报案阶段或没有报案

的受害人或许更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曾对全国

5800 名中小学生作问卷调查，显示性侵害案件的隐

案率是 1∶7。换言之，每 1 起性侵害案件被揭露，背

后可能隐藏着 7起类似案件。

性教育不足、监管方包庇、
法律底线不清成性侵“保护伞”

代表委员表示，性教育不足、监管方包庇、法律

底线不清，已成性侵案件屡禁不止的三大“保护伞”。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

村“爱心诊所”所长马文芳指出，与其他危害校园

安全的事件类型不同，性侵害案件的发生一般没

有第三人在场。“未成年人的认知和辨别是非的

能力较差，侵害人易于采取欺骗、诱惑等方式实

施性侵害。”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的调查发现，一些受

害人处于弱势地位，或被威逼利诱，或羞于声张，使

有的性侵案过了 20年才被揭发。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甄砚表示，性骚

扰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受中

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受害者遭受性骚扰后往往不敢

声张、不愿声张。

甄砚说，学校对性骚扰现象的重视程度也不

够。“据一项调查显示，90％以上的学校没有专门的

性骚扰预防的培训课程，很多女生在碰到性骚扰时

束手无策。”

更重要的是，一些学校在处理校园性侵案时，总

有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包庇心理。细数近来发生

的校园性侵案，虽然安徽校长杨启发性侵幼女获刑

18 年、江西教师陶表功性侵幼女获刑 14 年等“无良

教师”被判刑，但对当事学校管理和监管部门的追责

却鲜有报道。

有评论指出，因为“师德一票否决”，一些地

方在处理校园性侵案时，总想“内部处理”。全国

政协委员、九三学社社员刘玲媚说，国内的校园

性侵预防、治理过于简单，更多仅停留在道德层

面 ，没 有 从 惩 治 性 侵 方 面 拿 出 实 质 性 的 应 对 举

措，导致执行过程中出现“模棱两可”和“弹性操

作”的可能性。

此外，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孔维钊、律师秦希燕等认为，与国外普

遍严惩性侵儿童的做法相比，我国对性侵儿童的

处罚力度相对较轻。“应取消嫖宿幼女罪，凡是与

不满 14 周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一律定为强奸罪，

加重处罚。”

“防性侵”纳入义务教育，
对性侵教职工“零容忍”

国 务 院 2011 年 颁 布 的《中 国 儿 童 发 展 纲 要

（2011—2020）》规定：“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性

侵犯。建立受暴力伤害儿童问题的预防、强制报告、

反应、紧急救助和治疗辅导工作机制。”代表委员表

示，治理校园性侵，还需拉开防范“天网”和法律防

线，科学施教严肃追责。

——建立预防机制。“防治性侵害，防在治之

前。要把防范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害落到实处，教

育部门的推动至关重要。”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公路开发投资有限公

司昆明东管理处小喜村收费站副站长铁飞燕表

示，要防止存在潜在危险的教职员工对学生进行

性侵害。

——打造法律防线和追责机制。刘玲媚建议

加强对校园性侵立法，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新增

“防范校园性侵”，并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重点

对校园性侵行为的具体定性、明确处罚措施、防治

培训对象、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标准、立案标准等

作出明确的规定。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歌 手 韩 红 今 年 第 七 次 带 来

关 注 农 村 留 守 女 童 性 安 全 的 提 案 ，建 议 让 性 安

全 教 育 进 课 堂 ，对 曾 经 有 性 侵 的 教 职 员 工“ 零

容忍”。

铁飞燕建议，教育部出台防治校园性骚扰和性

侵害专项法规，明确幼儿园和学校尤其是法定代表

人在校园安全建设中的责任以及失职和行为不当应

受到的惩戒和处罚，并出台细则，责成各级学校、幼

儿园和托儿所实施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防护教育和

防治措施。

——科学推动校园性教育。韩红建议，把防性

侵教育写入义务教育课程，学校开辟性安全教育课

程，司法部门加大法制宣传力度，构建监护人、学校、

社区和社会密切配合的女童性安全教育体系和合作

网络。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吴碧霞说，

性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让她们从小就知道，自己

什么方面很重要，哪些是自我保护意识需要加强

的部分。

——与公安部门、司法部门跨部门合作。马文

芳建议，教育部门应该积极与其他政府部门以及有资

质、有能力的相关社会组织合作，建立跨部门合作机

制，推进安全校园的建设。

此外，吴碧霞指出，除了预防，还应该努力帮助

遭受性侵的孩子尽快走出心理阴影，以免再遭受人

生更大的伤害。

校园性教育和惩治力度亟待加强
■教育改革
文·白 瀛 丁 静 彭 卓

近日，有关 27 岁浙大女博导陆盈盈的新闻引

发社会各界关注。在经由媒体报道后不久，浙大

化学工程联合国家重点实验室官网上，陆盈盈简

历被更正，由“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更改成“博

士，特聘研究员”。该网站还发布致歉称，陆盈盈

被浙江大学聘为特聘研究员，具有博士生招生资

格，之前的网页内容有误。

27 岁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如果有心回顾一下

中国教育史，不难发现二十世纪初期年轻的教授比

比皆是：刘半农，26 岁任北大教授；李大钊，27 岁任

北大教授、图书馆馆长；胡适，28 岁聘为北京大学教

授；梅光迪，30 岁任南开大学教授；刘伯明，30 岁出

任金陵大学教授；李四光，31 岁任北京大学教授；傅

斯年，31岁任中山大学教授……

这些人少年得志，在当时并没有因为年轻受到

非议。那么，百年后的今天，为何舆论对于 27 岁的

女博导显得这么格外“关照”？

须知博导一词的分量，一般说来，博士生导师

尤其是名校的博导在高校教师队伍中凤毛麟角。

作为学术造诣较深的教师，博导的学术水平在学

科领域内处于前列，担负指导博士生的责任。现

实是，博导的年纪大多是四五十岁，有些知名教授

即使早过了退休年纪，还被学校返聘让其继续指

导博士研究生。

尽管并没有明文规定 27岁不可以担任博导，然

而在这样的情景下，本科毕业才 5 年的年轻女孩被

质疑便显得其有合理的一面。于此同时，陆盈盈的

导师、康奈尔大学教授林登·阿彻则“力挺”自己这名

学生，“陆盈盈博士提出了几个根本的解决方案，显

示了其非凡的水平”。

可问题就在于，面对舆论的质疑，浙江大学的反

应实在过于迅速，立刻将陆盈盈简历中的“博士生导

师”字样更正了。具备博士招生资格，但不是博导，

这样有点拗口的表述显得浙大煞费苦心。在如今环

境复杂的学术界，这样的做法很容易留给人们想象

的空间。

就这次 27 岁浙大女博导风波事件而言，有两

方的反应过于敏感：一是公众对于陆盈盈的年纪

和资历过分关注，二是浙江大学校方对于舆论的

质疑过于较真，而且其所做显然受到舆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在合乎人才引进与博导资格评议

前提之下，一个人是否有资格胜任博导主要取决

于其学术造诣，这与生理年纪没有直接关联，亦无

关乎舆论。

不必对 27岁的女博导过于敏感

随着新学期的到来，2015年的各项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举措也随之步入实施阶段，并呈现出六大热点。

高校招生改革重磅连连

全国 90个高校日前陆续公布自主招生方案，高

校自主招生在走过了 10 多年历程后迎来了重大改

革：北约、华约、卓越三大联盟考解散；校长推荐取

消，学生可以自荐；自主招生考试首次放在高考之后

进行，面试环节更被看重，有的高校甚至聘请社会监

督员保证公平公正。

同样，今年的高校“艺考”也在确保“公平性”上

有了较大调整，文化课考试的权重增加，省级统考增

加，“校考”减少，招生计划减少。高考加减分政策的

变脸更是牵动亿万考生和家庭，传统的省级奥赛、科

技竞赛等加分被取消，思想品德、见义勇为等成为一

些地区加分的重要内容，安排单招计划，向农村、贫

困地区学生倾斜。

基础教育改革分地域突破

最短学期开学，山东省一万多所中小学校将迎

来“1+21”立体化基础教育综合改革。

推进学校管理向教育家办学转变，推进教育评

价标准向育人导向、多维综合转变，推进考试招生向

多次机会、等级表达、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转变……

山东近期密集推出一个综合改革文件和 21 项配套

改革，对基础教育进行立体化的综合改革。

据介绍，与以往改革不同，山东这次改革强调综

合性，各项具体改革之间环环相扣、相互关联、相互

耦合。作为“1+21”立体化改革举措中的“1”，《关于

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已经于 2014年最后

一天印发，其余 21 项配套改革，目前已经有 12 项完

成了改革设计，相关文件制定完毕，剩余 9项正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

山东此次改革内容涉及课程教学、考试招生制

度、教育评价制度、校长职级制、教师管理和培养培

训、社会力量办学、社会参与监督等方面。

其他地区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也如火如荼。广

州今年叫停了小升初民办学校的笔试，通过面谈的方

式进行，进一步落实义务教育阶段免试就近入学的要

求；北京“小升初”取消“共建”，划片就近入学；沈阳、

杭州等中学开始了“走班制”教学，打破了传统所有学

生一张“课程表”的局面，把学生作为教学主体，尊重

他们的个性兴趣，给他们更多的选课自主权。

学生全面发展和校园体育
推出实招

以校园足球为代表的体育教育空前红火。教育

部决定，到 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建设出约 2万

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及约 30 个校园足球试点县

（区），在招生、经费和条件保障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目前各地已纷纷出台文件加强推广校园足球。

广州市出台《关于印发广州市中小学校园足球计划

（2014—2016年）的通知》，目标是到 2015年，力争创

建 25 所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到 2016 年，全市设

立 500 所校园足球项目推广学校，组建 5000 支校园

足球队。武汉市 2013 年、2014 年先后确定 192 所中

小学列为校园足球试点学校，今年校园足球试点校

将增至 300所。沈阳市 2009年就被定为国家足球重

点城市，沈阳法库县委、县政府从 2012年起提出“从

孩子们抓起，立足校园足球，建设足球之乡”的目标，

目前全县 23 所小学、3 所初中、3 所高中以及幼儿园

足球课都开展得红红火火，奔跑在足球场上的孩子

从 2012年的 2000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3万多人。

弘扬国学传统文化备受关注

2014 年，教育部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纲要》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核

心，从爱国、处世、修身三个层次概括凝练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内容，通过家国情怀、社会关爱

和人格修养三个层面的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做有

自信、懂自尊、能自强，高素养、讲文明、有爱心，知荣

辱、守诚信、敢创新的中国人。

目前，全国 25 个省区市共 500 册省级版中小学

传统文化实验教材已研发完毕，年内问世。教材制

定了不同年级应掌握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深度。如小

学低年级段以蒙学经典《三字经》《千字文》等为主；

高年级段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如《论语》《孟子》等；初

中阶段则学习《孙子兵法》《古文观止》等经典，让孩

子们能够接触到诸子百家的典籍和思想；高中阶段

则进行传统文化通识教育。

教育系统反腐令人期待

2014 年，各类教育腐败案查处力度空前，如中

国人民大学的招生就业处处长腐败案，山东淄博

教育系统腐败窝案，中央巡视组通报复旦大学科

研经费使用管理混乱，存在腐败风险……今年教

育各项制度的出台，包括上述提及的自主招生、高

考加分等都进一步压缩了腐败的空间，一些地区

在探索实施更加阳光透明的体制措施来遏制教育

领域的腐败。

面对严峻复杂的教育系统反腐倡廉形势，教

育部今年准备出台关于廉政建设责任追究实施

办法，细化责任内容，实行“一案双查”。加大巡

查监督力度，建立巡视问题整改和线索处置情况

考核评价制度，努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的氛围。

校园安全警钟长鸣

多地“药儿园”事件，昆明小学生踩踏事故、山东

蓬莱校车事故、安徽淮北同仁中学围墙倒塌致 5 人

遇难……2014 年，一起又一起校园安全事故的发生

提醒我们校园安全须警钟长鸣。2014 年，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印发《教育重大突发事件专项督导暂

行办法》，建立教育重大突发事件专项督导制度，建

立督导问责机制。依据办法，先后开展 30余次专项

督导检查，督促各地各校切实履职、妥善处理。

专家指出，2015 年校园安全应常抓不懈，不断

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同时加快推进校园安

全立法，配合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形成完

善的法规监管体系，才能堵住当前校园安全中潜

在的漏洞。

（郑天虹 王莹 廖君 娄辰）

多措并举，2015年教育改革全面实施

科技日报讯 （实习生张琳）为充分激发各地加强

学校督导工作的动力，调动县级政府积极性和创造性，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中小学校责

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工作方案》，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逐步建成一批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

新县（市、区）。

笔者从教育部 17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工作方案》将领导组织列为创新县（市、区）的主要条

件之一。县级人民政府要成立教育督导机构，设立相

对独立的教育督导部门；政府分管负责同志直接负责，

教育督导机构有专人对挂牌督导工作进行直接管理。

据介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跟踪各

地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工作情

况，每年将根据各地申报情况，适时组织实地考察。

据教育部督导办主任何秀超介绍，中小学校责任

督 学 挂 牌 督 导 制 度 建 立 一 年 多 来 ，已 取 得 了 初 步 成

效，截至目前，全国 31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超过 99％的中小学校实现了挂牌督导。但是，这项

制度建立时间短，工作刚刚起步，还存在一些问题亟

待解决。

何秀超表示，开展创新县（市、区）工作能充分激发

各地加强学校督导工作的动力，调动县级人民政府积

极性和创造性，创新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导的体

制机制、工作方式，带动各地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工作整体推进、水平提高、深入开展，进而推动学校

督导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形成学校督导评估

工作长效机制。

教育部：将逐步建成一批中小学校
责任督学挂牌督导创新县（市、区）

科 技 日 报 讯 （张 婷）日 前 ，历 时 半 年 之 久 的

TCT(Time Compression Technologies)全国大学生 3D 打

印大赛决赛，在上海 TCT亚洲展上决出胜负。

作 为 全 球 知 名 的 3D 打 印 、增 材 制 造 权 威 期 刊 ，

TCT Magazine 已经走进了它第 20 个年头，每年在英国

伯明翰主办的 TCT Show 更是 3D 打印与数字化制造

的年度盛会。为了迎接 TCT 亚洲展于明年 3 月的中国

首秀，TCT Magazine 杂志将会举办 TCT 全国大学生

3D打印大赛——Inspired Minds。

TCT 全国大学生 3D 打印大赛于去年 9 月启动，比

赛以 FDM 技术为依托，完成一个 3D 打印成型产品的

设计。该赛事共有来自全国各大院校的上百支团队

报名，来自华东、华北、西北、华南、海外五个地区的评

委，根据设计方案的实用性与美观性两个评分标准进

行打分。总决赛共决出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两项、三

等奖三项。

经过激烈角逐，由西南科大工程技术中心张立红老

师指导的该校制造学院学生史亚秋拔得头筹，获得大赛

唯一的一等奖，同时，史亚秋同学获奖的优秀作品将刊登

在最近一期 TCT Magazine 上，并将获得进入国际知名

3D打印公司实习与工作推荐。

西南科大获全国
大学生3D打印大赛冠军

科技日报讯（通讯员曹军）新学期开学伊始，新疆医

科大学督导办通过内部工作合理分工，资源整合，统一思

想，精心编排“自选动作”，力求工作开门红。笔者将其概

括为走好“五步棋”，营造新气象。

据介绍，“五步棋”首先是下好“先手棋”，赢得主

动权。根据大学去年底对督导办人员的调整，根据每

个同志以往工作经历、特点，将内部人员合理分工，对

资源精心整合，将单位人员分为督教、督学两个组，强

化职能作用，并定期开展好主题党日活动；其次走好

“过河卒”，小兵堪大用。督导办的职能作用，在大学

整体工作中，也许不是高大上，但是，如果真正将客

观、公正，勇于挑刺的“第三方”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好，

形成声势，就会产生过河小卒担大任的作用；第三不

放“马后炮”，事前诸葛亮。要认真履行好督教、督学

职能，严格按要求完成好听课任务，并善于从日常司

空见惯不起眼的工作、小事中，及时发现带有倾向性、

规律性、经常性的现象、问题，并有针对性适时提出解

决方案、整改建议，争当事前诸葛亮，不放“马后炮”；

第四织好“关系网”，适应新常态。经常主动登门，与

教务处、学生处、团委、各学院等搞好互动，了解对方

的需求，不断充实调整工作内容，尽快适应高校逐步

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师生员工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

的新常态；第五借好“它山石”，开拓新思路。要积极

汲取兄弟院校在督教、督学工作方面的好经验、好做

法，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断开拓工作新思路，真正

成为大学领导在教学、学生工作领域可以倚重、信任

的参谋、智囊团。

新疆医科大学
走好“五步棋”营造新气象

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
小学，一名老师在课堂上指导杨启娟
功课。

2014 年 3 月 17 日，新华社播发
“图片故事”《广西龙胜：7 岁苗家女
童大山弯弯亲情路》，报道家住广西
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三舍村的 7
岁苗家女童杨启娟家里的不幸遭遇，
以及孩子坚强面对生活的故事，引起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杨启娟曾经生活在病贫交集的
家庭里。妈妈余中凤患有癫痫病和
关节炎，多年瘫痪在床。爸爸杨进富
脑积水严重，有时清醒有时迷糊，迷
糊起来生活都无法自理。

这一年间，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纷
纷伸出援手。如今，曾经无力交学费
的杨启娟已经是泗水乡小学一年级
学生，爸爸身体已经康复，妈妈的病
情得到有效控制，曾经三面透风的住
房改造一新，一家人过上了相对安定
的生活。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