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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叫停这种“形式主义打卡”的是福州
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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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率先叫停赢得了全国很多家长的点
赞，冲上了热搜。很快，多地也叫停“安全教育
平台”强制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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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和学生不做强制要求。

11月 15日，泉州市教育局在关于规范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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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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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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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学生家长宋芳告诉记者，近几年老师
通知的任务中，安全教育平台的通知是最多、最
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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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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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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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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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师也很累，我们期盼能少一些课外

任务，让老师回归课堂专心地教课。”周晓梦说。

21日，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依法对北京
市昌平区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诉西双版纳野象
谷景区有限公司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进行
一审公开宣判：驳回原告多元智能环境研究所
的诉讼请求。

昆铁中院经审理查明：原告多元智能环境
研究所是于 2015年 2月 4日成立的民办非企业
单位，被告野象谷景区系于2003年10月27日注
册登记的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包括亚洲象
驯养、繁殖、表演并取得亚洲象《驯养繁殖许可
证》。因原告认为被告从事大象表演是虐待亚
洲象、损害自然生态系统的行为，向法院提起生
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诉请被告停止大象表演、
赔礼道歉等。

综合诉辩双方意见，昆铁中院围绕野象谷
景区大象展演及驯养大象的行为是否破坏生态
环境、是否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焦点问
题进行了审理。法院认为，“行为人的行为违反
国家规定”是环境公益侵权的构成要件之一，我
国现行法律法规不禁止利用野生动物进行公众
展示展演，野象谷景区取得的《驯养繁殖许可
证》及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表明，其具备利用大象
进行展演的资质，组织展演不违反国家规定，系
合法经营。驯养繁殖是指在人为控制条件下，
为保护、研究、科学实验、展览及其他经济目的
而进行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对野生动物

的驯养繁殖需要采用与其生理特点、身体条件
相适应的方式、手段进行约束、规制，合理的驯
养不是虐待。野象谷景区大象表演是在工作人
员指引下进行，并未给大象身体带来伤害，原告
关于“表演即虐待”的观点既与现行法律规定相
悖，又缺乏事实依据。野象谷景区用于展演的
大象及展演区域仅限于野象谷且独立于野外生
态环境，未破坏生态，亦未给不特定社会公众的
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或带来重大风险。昆铁中院
据此作出上述判决。

判决同时指出，适度的人象互动，既是特定
地域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又可以增进人们对
大象的了解，培育人们保护大象的意识。本案
原告关于被告的行为构成环境民事公益侵权的
主张虽不成立，但社会公众对本案的广泛关注
说明人们关于动物保护的理念在不断发展。《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在允许野生动
物展演的同时也强调不得虐待野生动物。与此
同时，伴随人类社会文明程度和科学技术的进
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动物的保护，采用更加文
明的理念和方法驯养动物。只有当人类和动物
和谐共生，人类和动物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才会
更加精彩与祥和。

当天，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记者
及群众旁听了案件宣判。

（据新华社 王研）

云南大象表演公益诉讼案一审宣判

11月21日，在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幼儿园内，
小朋友和家长展示用旧材料制作的创意服装。

当日，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玉带河幼儿园举办
了一场垃圾分类亲子时装秀，小朋友和家长身着用废
纸壳、塑料袋、旧报纸等材料制作的各类创意服装走
上舞台进行展示，让低碳生活、变废为宝的理念深入
幼儿心灵。

新华社发杨尚威摄

亲子环保创意时装秀

学习流于形式 加重家长负担

多地叫停“安全教育平台”强制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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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感慨，困扰家

长多年的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打卡终于落下帷幕。

等待已久的叫停

被打卡“围困”的家长

来自老师的呼声

叫停的同时提出解决办法

■举措

事实上，很多家长反对的并不是安全教育，
而是反对形式主义和硬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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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层压实责任”变成了“层层完成任务”，令
人深思。

针对这种现象，记者注意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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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关注的是，福州市教育局还要求各地
各校要抓好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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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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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对孩子进行的安全教育很重要，会让
孩子一生都受益无穷。但只有安全教育真正地
从流于形式，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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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北京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