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叫停“安全教育平台”打卡，家长开始畅想：

这些奇葩作业好久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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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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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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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长学生不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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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林玮
高兴地告诉记者，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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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玮感慨：“叫停强制打卡学习，减轻了家长和孩
子负担，也减少了老师负担，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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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长学生不做强制。请
一定转达给所有班主任、教师。”

福州作为首个叫停安全教育平台强制打卡的举动，
赢得了全国很多家长的点赞，冲上了热搜。很快，成都、
泉州、厦门等多地也叫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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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长期以来一直困扰老师和

家长的“安全教育平台”被强制打卡接龙，叫停、纠偏。
只有家长才懂，这是一个多么值得喜大普奔的好消息。

以后，再也不会因为忘记做安全平台作业被老师在家长群“通
报批评了”，再也不用在地铁上、办公室、餐厅里甚至蹲坑的间
隙狂赶安全平台作业了。

家长苦各种打卡久矣！近来尤其广受诟病的，
便是“安全教育平台”的强制打卡活动。原本初衷
是促进学生安全教育学习的一款在线网络教育产
品，却因为层层加码的打卡要求、流于形式的考核
标准，而让家长群体怨声载道。此番多地教育部门
除了明确发文叫停此项打卡，而且泉州还在通知中
明示“平台”学习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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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教育应该有，而且要搞好，不论是校内组
织，还是在校外以自愿的方式完成。而目前看到的
相关安全教育专题内容，也试图从学生的日常生活
出发进行设计，通过易懂的动画来传播安全知识。

究竟什么环节出了问题，加进去越来越严格的
考核、打卡任务？现在的叫停当然博得了诸多喝
彩，但彼时的强制打卡决策又是否需要倒查责任？
比如在有的地方明确同步取消的考核内容中，就有
一项名为“年度全市学校安全目标责任管理考核指
标扣分项目”的内容，由此可窥，各学校此前“安全
教育平台”的强制打卡机制，可能就是纯粹为了完
成某个前置的考核项目。而在这个考核扣分项目
之前，是否还有其他类型、层级的行政督促与压力？

考核逼出打卡，用打卡完成考核。学生是否真
的观看了安全教育内容，是否具备了安全教育所追
求的安全意识、安全防范技能，可能因为难以量化
考核而被干脆放弃，只剩下可以看得见的观看数
据，以及摆拍的学生观看场景。

安全教育的内容再丰富、再多元，真正该看的
学生没时间看，代为打卡的家长也懒得看，“用形式
对抗形式”的一整套流程走完，除了徒增家长的怨
言，恐怕也不剩什么切实的效果了。

安全教育是教育的重要一环，强制打卡要求被
叫停，并不意味着相关教育使命的终止。学校安全
教育课程、环节的常规设置，还需要通过有效督导在
学校内部得以实现。不能因为安全教育内容考试不
考、不入中高考总分，就把安全教育内容简单地视为
学校的负担。以前是通过强制打卡的方式推给家
长，美其名曰“家校共育”，以后则可能将其视为学校
教育的鸡肋“副课”，随意应付，这同样不可取。

更进一步说，学校的社会职能近年来被过度挖
掘，各方都试图通过“学校-老师-家长”这一信息、
指令传导链条，实现各种治理意图，进而出现越来越
多的非教育目标通过学校实现。从扫黄打非、反诈
宣传，到禁烧秸秆宣传，从强制下载各类App，到视
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而学校的实现方式，往
往就是各种各样的强制打卡、家长群接龙。这么看
来，安全教育打卡还不是跑题最过分的家长负担。

不要让孩子在形式主义的各种打卡、摆拍中被
教育、被塑造。取消一项强制打卡只是起点，有必
要系统筛查和反思目前附加于老师、学生和家长身
上的各种考核、任务和打卡项目，对其合理性、必要
性和科学性进行论证，对各种名目繁多的项目来一
次大扫除。

（文中家长、老师名字均为化名）
据南方都市报

等待已久的叫停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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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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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家长像被“困”在了这种频繁的打卡中。她回忆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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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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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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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道
题，甚至更多。

“我有时候也会带着孩子看一下安全小视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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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都是她完成的。

“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还好一些，朋友家两个孩子都
上学，她还要完成两份安全教育平台学习打卡，感觉像
困在这种打卡机制中，很难摆脱，实在烦不胜烦。”宋美
勤说。

被“围困”的家长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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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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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取消打卡，他是拍手称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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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重压”的老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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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叫停的远不止
“安全教育”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