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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视点

将于6月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

法》，分别在第16条和第33条从家庭和学校两个层面增设了未成年人

休息权，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学校应保障未成年人享有休息、娱乐和

体育锻炼的时间。在教育内卷、教育焦虑泛化的当下，真正落实未成年

人休息权，对未成年学生成长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阶段，未成年人休

息权已表现出积极权利的特点，需要政府履行积极义务、完善保护未成

年人休息权的配套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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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休息权入法：
积极行动将休息娱乐还给孩子

■ 石雷

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小舍得》多次引发社
会对学生休息权利的关注和讨论。这反映出
当下学业压力大的问题已经低龄化。将于6月
1日实施的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
人保护法》应时而动，分别在第16条和第33条
从家庭和学校两个层面增设了未成年人休息
权，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和学校应保障未成年
人享有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未成年
人休息权入法既是回应社会的需要，也是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重要举措。

教育部已经针对这一问题先行制定了诸
多文件并开展了相关具体工作。2021年4月，
教育部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睡眠
管理工作的通知》，不久又公布了《未成年人学
校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
十二条就明确规定了学校对未成年人休息权
的保障义务。5月20日，教育部召开全国中小
学“五项管理”落实推进视频会，会议要求在本
学期，各地各校要扎实推进加强中小学生作
业、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管理工作，年底要取
得明显成效。

未成年人休息权对学生成长意义重大

教育部的系列举措非常及时。但在教育内
卷、教育焦虑泛化的当下，真正落实未成年人休
息权，需要深刻把握未成年人休息权对未成年
学生的重要现实意义。

第一，休息是为了发展。未成年人休息权
是保护其发展权的前提，未成年人发展权是其
休息权得以实现的基础，“劳逸结合”，二者相辅
相成。未成年人发展权是《儿童权利公约》规定
的未成年人享有的四项基本权利之一。我国作
为《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一直致力于为未
成年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和支持。但近年

来，由于重点中学升学竞争白热化，以考取重点
校、重点班为目的的校外辅导班已逐渐演变为
家长眼中的必修课。部分学校、家庭对未成年
人发展权的保护过度聚焦于未成年人的学业。
未成年人发展权实际不单指未成年人智识的发
展，还包括其身体、心理的发展，劳动技能、审美
意识的发展。保障未成年人休息权，让其享有
充分的休息、锻炼、适度健康的娱乐，不但能促
进未成年人其他方面的发展，反过来也能促进
未成年人学业的发展。反之，只有注重学生的
全面发展，摒弃“不惜一切代价让孩子考上名
校”的狭隘观和以牺牲其他发展为代价、唯学业
为重的片面做法，才能依法切实保障未成年人
休息权。

第二，休息是为了健康。未成年人休息权
是保护其健康权的条件，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权
是保障其休息权的目的和结果，二者相互促
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04条明确
规定了自然人的健康权包括身体健康和心理
健康。在以考取重点校、重点班、提高升学率
为目的的教学中，升学考试压力在不断向低龄
段学生传递，学校、家长、校外辅导机构三方合
力，致使未成年人的学业成绩成为各方实际关
注的重点，往往对未成年人休息权重视不够。
教育竞赛加剧、超前教学泛化造成未成年人休
息权不断被侵蚀。经年累月，未成年人健康权
也随之遭受损害。近年来，未成年人近视群体
不断增加，学生体质不断下降，有心理问题的
未成年人也较之以往增多。一味追求未成年
人学业成绩的恶果已经显现。因此，充分保障
未成年人休息权，学习和休息并举，才能更好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权。重视未成年人健康权
的保护并为之积极行动，就能真正落实未成年
人休息权。

第三，休息需要教育主管部门积极履职。
新发展阶段中，未成年人休息权的特点要求教
育主管部门履行积极义务。在早期，未成年人
休息权更多表现为消极权利，即只要第三人不

妨碍未成年人享有休息时间，就是对未成年人
休息权的保护。但在当下，升学考试等引发的
学业竞赛正在逐步蚕食未成年人休息权。未成
年人休息权已表现出积极权利的特点，需要政
府履行积极义务才能充分保护未成年人休息
权。否则仅通过行政手段保护未成年人的眼
睛、预防近视以及保证未成年人有足够睡眠时
间等做法治标不治本。家长、学校、课外辅导
机构等都处在学业竞赛赛道上，这种集体无意
识使各方很难通过个体行为从应试教育体系
逃离。过度“要求”勤奋学习，“比赛”早起晚
睡，实质为牺牲未成年人休息时间提供了合理
化理由，从而进一步侵犯未成年人的发展权和
健康权。

完善保护未成年人休息权的配套机制

笔者认为，政府有必要完善保护未成年人
休息权的配套机制。完善未成年人休息权配套
机制，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在顶层设计上，贯通未成年人发展
权、健康权和休息权的保护机制，用全面发展的
综合指标取代原有的单一学业评价指标。以理
想信念教育为中心，加强体育、美育和劳动教
育，并将保障休息权嵌入发展权、健康权的保障
工作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第二，在资金投入上，逐步取消中小学重点
校、重点班分级，遵循教育规律，加大优秀师资
培养和流动、优秀教学项目投入和推广、资金投
入项目化，力促教育公平。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强化心理教育，将
生命教育和心理教育适度融入中小学必修
课，以春风化雨的方式保护未成年人发展权、
健康权，为落实休息权的保护创造更有利条
件；注重创新思维，将思维训练置于优先位
置，但应严厉查处以应试为目的的超前教学，
淡化学业成绩，消除侵犯未成年人休息权的
隐患；增加社会实践，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
课程中融入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保障学生
的休息权。

第四，在家校协作上，适时通过家长会、家
校群等方式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旨在缓解
家长教育焦虑，帮助未成年人休息权在家庭真
正落地。

第五，在校外培训治理上，鼓励校外辅导
机构将重点放在与公办教育不同的特殊技能
的培养，比如：毛笔书法、传统文化、地方戏
剧、地方特色手工技艺和劳动技能等，与公办
教育形成差异化发展，重在兴趣培养，而非助
力升学。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副教授）

领悟马克思主义人学精髓 推进女性全面自由发展

特别策划策划 “党旗下的思考·建党百年与妇运百年”专题系列②

■ 禹燕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和信念的灵
魂。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始于对人的科学理解，人的
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
题。马克思主义人学旨在揭示人的存在、人的本质
和人的一般发展规律，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和前提。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妇运，始终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也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人学和妇女观。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不
仅对深入理解女性的全面自由发展具有重要启迪，
对于为什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如何坚持与发展马
克思主义妇女观，也具有特别的时代意义。

“完整的人”为全面理解女性存在提供
理论根基

女人为何？女人何在？女人何为？要理解女
人的全部内涵，首先要理解“人”。在《1844年经济
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述了“完整的人”这一概
念：“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
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因此，人是一种
自然产物，也是一种社会产物，而劳动和创造作为
人的本质特征，又赋予了人精神属性。自然存在、
社会存在、精神存在，构成了人的存在的金字塔，自
然性、社会性、精神性，构成了人的三相属性。人的
存在的金字塔结构，显现了人的存在的两种特性。
一是人的存在各方面的有机联系性，把人孤立为自
然的人或社会的人或精神的人，都是极其片面的，
都是对完整的人的阉割，都是对人的非人化的曲
解。二是人的存在的不断超越性。它以自然存在
为基础，向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层层递升。如果这
个结构被倒置，人的存在就是异化的存在。

女性之所以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受压迫，就在
于其作为“完整的人”其存在的丰富意涵被肢解，存
在的金字塔结构被倒置，存在的创造本质被压抑。
而女性解放就是要让女性成为“完整的人”，而不是

只强调其自然性，视其为单纯的生育机器和性工
具，只注重其母亲、妻子、女儿等家庭角色，无视其
多元社会价值与精神创造潜能。

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人的本质、人的价值。
毛泽东同志和历代领导人对人的哲学认识丰富了
马克思主义人学。“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
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
的、‘单向度’的人。”“关注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
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进一步明确经济发展
以社会发展为目的，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
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之江新语》中，习近
平对“完整的人”的全面理解，对人的发展的清晰逻
辑，不仅是我们党十八大以来“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理念的理论根基，也是我们党“坚持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施政纲领、“促进妇
女全面发展 共建共享美好世界”中国主张的重要
思想源泉。

“整体的人”为人的解放与女性解放擘
画整体格局

《共产党宣言》描绘了人类发展的理想愿景：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
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一切
人的自由发展”观，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
上提出来的，旨在强调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再以牺牲
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而着眼“一切人的自由发
展”构建的“自由人联合体”。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人类的发展不仅存
在阶级分野，也存在性别等级，往往以牺牲女性这个
群体的发展为代价，是忽略了“整体的人”的发展。
为此，把女性发展纳入人类解放大格局就成为了马
克思主义人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成为了马克思主
义妇女观的重要意涵。马克思指出，“没有妇女的酵
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恩格斯在《反杜林
论》中则引述了傅立叶的论述强调：“在任何社会中，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与中国实

际相结合，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始终把
女性解放与发展纳入中华民族解放与民族复兴的
大局。中共一大即将妇女运动列入议程之中，对妇
女解放工作“谈到大要”，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
通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政党名义制定的妇女
运动决议——《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明确提出：

“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
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为动员
广大妇女参与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主席提出，“中
国的妇女是一种伟大的人力资源。必须发掘这种
资源，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妇女是推进社
会进步与经济发展的一支决定力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
特别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也是当代中国妇女运动的时代主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妇女运动新态
势，习近平主席立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高
度，在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上提出了促进男女平
等和妇女全面发展的4点主张：推动妇女和经济
社会同步发展；积极保障妇女权益，努力构建和谐
包容的社会文化；消除一切形式针对妇女的暴力，
打破有碍妇女发展的落后观念和陈规旧俗；创造
有利于妇女发展的国际环境。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妇女解放和妇女发展事
业的理论与实践，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促进全球妇女
发展的中国方案表明，只有以“整体的人”之思维去
观照女性解放和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人间正道。

“现实的人”为女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提
供实践遵循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中的人，不是抽象的人，
而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
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实践的人、社会的人、历史的人构成了

“现实的人”的三重内涵。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以人是“他们本身

历史中的剧中人和剧作者”来生动描述人的现实存

在状态。“剧中人”主要是指特定社会历史存在中的
人，“剧作者”则指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体性。人
既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生成，是历史的产物；又肩
负着构建未来的使命，是未来社会的创造者。这一
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方法论原
则，也为女性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了实践遵循。

首先，马克思主义人学对作为“剧中人”的女性
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马
克思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肯定了女性在社会物
质生产和人的生产中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毛泽东主
席的名言“妇女能顶半边天”更是深入人心。习近平
总书记则强调，“妇女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
者，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没有妇女，
就没有人类，就没有社会。”

其二，对女性受压迫、被奴役的历史境遇进行
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女性全面自由发展的实践路
径。马克思和恩格斯注重揭示人的异化存在，揭示
女性的发展困境及其根源，并探讨女性自由全面发
展的实现方式和条件。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
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
业中去。”中国共产党不仅践行了这一理念，特别是
在新中国成立后，还通过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
势，切实推动妇女平等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平等参
与经济社会发展、平等享有改革发展成果。

其三，充分强调了女性作为“剧作者”的主体
性。首先，女性是时代的“剧作者”，应担负重要的
时代使命。毛泽东主席说，“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
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
女自身的解放，妇女们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
争。”同时，女性是个人的“剧作者”，应充分发挥自
身潜能，书写全面自由发展的精彩人生。在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女性要做伟大
事业的建设者、做文明风尚的倡导者、做敢于追梦
的奋斗者。

从“完整的人”认识女性存在之本，从“整体
的人”把握女性解放之路，从“现实的人”明确女
性发展之道，是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精髓，也
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重要理
论根柢。

班昭（约公元49—约公元120），
字惠班，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省咸阳
市）人。其父班彪为《史记》续篇，长兄
班固主修《汉书》，次兄班超“投笔从
戎”，功封定远侯。班昭出身如此仕宦
之家，加之聪明勤奋、博闻强识，对儒家
经典耳熟能详，同时积累了大量的历
史、天文及地理方面的知识。她不仅是
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女史学家，还
算得上是一位在数学和天文方面有一
定造诣的女性科技人物。

公元92年，班固受累于窦宪谋反，
卒于狱中。学界多认为，此时《汉书》尚
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成，班昭受汉和
帝之命，挑起整理、续写《汉书》的重担，
补撰了八表，并且在马续的协助下完成
了《天文志》。另一说则认为八表为班
昭续写，《天文志》为马续补写；还有一
说认为八表和《天文志》皆为班固原
著。笔者在此无意于考证哪种观点为
真，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无论属
于哪一种情况，后人对班昭为撰写、修
改、润色《汉书》所做的贡献并无异议。

《汉书》记述了从汉高祖元年（公元
前206年）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
23年）两百多年的历史，包括纪十二
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
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
十万字，内容涉及文史、天文、历法、地
理、政治、经济、刑法、礼仪等。《汉书》初
成时多用古字，文义艰深，班昭受命在

东观藏书阁设坛专门讲解《汉书》。在
当时跟随她学习的人中，有以博通天文
数术著称的经学大师马融。

撰写《天文志》除了需要搜集详尽
确实的资料，尤其要求作者具有丰富坚
实的天文、数学知识。中国古代天文、
历法与数学紧密联系，非精通筹算，绝
难完成《天文志》。虽有观点认为班固
或马续为《天文志》的撰写者，但毫无疑
问班昭亦为精通天文数学之人。据《后
汉书·和熹邓皇后纪》记载，“太后自入
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
此处的“曹大家”即班昭，彼时人们把学
识渊博、德高望重的妇女称为“大家”，
班昭的丈夫为曹世叔，因而被尊称为
“曹大家”。已故数学史家李迪先生在
编写中国历代科技人物生卒年表时，将
班昭列入其中，并将其所属的学科定为
天算学。曹婉如、王冰等学者亦认为班
昭既是史学家、文学家，又精通天文学
和算学。

邓太后临朝听政后，让班昭参与政
事。班昭亦谦让恭敬，兢兢业业。至班昭
逝世，太后亲自为其素服举哀，由使者监
护丧事。有意思的是，虽班昭本人贵为一
代史学家，且在数学天文方面有很好的造
诣，她仍只能以“曹世叔妻”的身份入传。
特别要指出的是，她还是最早提倡女德的
女性，她撰写的《女诫》倡导女性要服从自
己的性别角色，恪守妇女该有的行为准
则，其中的封建糟粕应予批判。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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