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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吴愈晓
养育子女对人们的社会网络资源具有影响且存在性别差异。本文通过使用

JSNET2014数据，发现：第一，养育孩子会改变父母日常社会网络资源的质量，对于
女性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但是餐饮社交活动越少；对于男性
而言，未成年子女越多，其社会网络资源的异质性越强。第二，养育子女会影响父
母在职业领域的社会网络资源，对父母的影响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的地方。相
似的是，养育3岁以下的子女对父母的职业网络资源均有负面影响，既会减少父亲
与同事、客户的网络资源，也会减少母亲与同事的交往；不同的是，养育3岁以上的
子女对父亲的三类职场网络资源没有显著影响，但对母亲与同事、领导和客户的网
络资源均有显著负向效应。第三，对于学龄期父母来说，养育孩子使得母亲的社会
交往转向了“以孩子为中心”，母亲与孩子老师、其他家长的交往要明显多于父亲。

来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作者：于乐荣 张颖 杨博琼
性别平等观念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本文利用涵盖7个省的

样本数据，采用情境方案设置和心理学实验方法，测量农村居民对性
别收入分配公平方案的偏好及选择。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家庭收
入水平以及受访者个体差异后，性别因素显著影响个体对性别收入
分配公平方案的选择。具体来看，农村男性更倾向于选择通过收入
再分配手段调节性别收入差距的分配方案，但随着初始性别收入分
配差距的加大以及男性转出额度的增加，农村男性赞成调整的可能
性下降。同时，农村男性和女性对彻底改变初始收入分配结构方案
的偏好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秉承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农村居民更
认同性别收入差距存在的分配方案，而不是绝对的性别收入平等。

来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作者：石磊 李路路
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教育婚姻匹配的

变迁如何影响家庭收入差距。结果发现，在市场转型和高等教育扩张的
背景下，随着教育收益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人们对于婚姻经济理性的认同
提高，一方面，高等受教育层级在择偶偏好上的对外排斥增强，与其他教
育层级之间的通婚壁垒强度提升，由此导致教育同类婚向高等教育层级
集聚；同时，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在择偶上受到其他教育层级的排斥
程度亦有增强。另一方面，教育婚姻匹配与收入婚姻匹配之间的关联性
不断提高，在受高等教育扩张影响的世代中已几近完全相同。在此条件
下，教育婚姻匹配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家庭收入差距。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
（刘天红 整理）

《男性应该得的多？——基于对农
村居民性别收入分配公平态度的考察》

《中国的教育婚姻匹配变迁与
家庭收入差距》

《养育子女对社会网络资源的影
响：母职惩罚和父职奖赏？》

■ 胡桂香 罗逸冰

《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
年）》首次增加了“儿童与安全”这一主
题。近年来，在一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学
校，校园欺凌状况鲜少得到关注与重
视。笔者对来自湖南省六所中小学校的
200名中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希望
能从本次调查中得出有效数据，从而使
得农村校园欺凌防治更具针对性。

湖南农村中小学校园欺凌现状

校园欺凌具体是指发生在校园内
外，以学生为参与主体的一种攻击性行
为，它既包括直接欺凌也包括间接欺
凌。笔者对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
及主要特点进行了调查。

——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基本情况。
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你身边一年内大
概发生多少起校园欺凌事件”时，中小学
生给出的答案大部分集中在“0～3起”
这一选择上，不容忽视的是，在“9～12
起”及“12起以上”中仍然有26位同学
选择。在回答“你所知道的校园欺凌案
件中参与者男生居多还是女生居多？”的
问题中，在男生进行选择时，更倾向于选
择男生居多，约占比55%；而在女生进
行选择时，更倾向于男女差不多，选择人
数达48人。回答“你们学校是否存在校
园老大等人物”的问题上，选择“没有”的
有91人，占比48%，而选择“不知道”的
有58人，占比31%。“你了解有关校园欺
凌的法律法规吗？”中，选择“比较了解”
的有92人，占比48%。

——中小学生对校园欺凌的态度。
在回答“假如你遇到校园欺凌你会如何
处理”这一问题上，选择“向父母或老师
求助”的学生为149人，占比78.8%，而
选择“不反抗”或“下次反抗”的占比
14.8%，选择“自己找机会进行报复”的
占比6.3%。总的来说，积极的、正面的
反抗多于负面的消极的忍受。调查“你
认为通过以下哪个措施能够有效解决遭
受校园欺凌的情况”问题中，选择“告诉
学校老师，由老师惩罚欺凌者”的人数多
于其他两个选项，占比46.6%。而选择

“ 告 诉 家 长，由 家 长 解 决 ”的占 比
22.2%。选择去“警察局报案，申请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占比31.2%。由此可见，
学生对老师的信任度较高，更加愿意寻
求老师的帮助。

——中小学校园欺凌的主要形式和
发生场所。在“你认为哪些行为属于校
园欺凌”时，被选择最多的前四项依次是

“对同学进行语言上的辱骂嘲讽等”（选
择人数152人，占比19.1%），“威胁某同
学”（占比19.0%），“要同学上交保护费”
（占比17.7%），“因同学的一些缺陷而瞧
不起他”（占比15.2%）。关于校园欺凌
发生的常见场所，“在楼梯间厕所等隐蔽
场所”和“在放学路上网吧等校外场所”
选的人数最多，占比63.4%；“在教室、操
场、食堂等公共场所”的占比为24.9%，
选择“在放学路上、网吧等校外场所目睹
欺凌现象”的占比为31.5%，表现出了极
大的倾向性。

——校园欺凌者与被欺凌者的特
征。在询问哪些是校园欺凌者的特征
时，选择脾气火爆的学生人数最多，为
114人，占比为30.8%，表明这些学生认
为性格是影响一名学生的最大因素之
一。在调查被害者的类型时，发现身体
瘦弱的学生以及性格孤僻的学生是学生
们认为最容易成为受害者的群体，这两
个选项共占了53%，人数分别为121和
122，不排除同时选这两个选项的人数，
个案百分比也高达64.0%和64.6%，性
格和生理情况成为学生们眼中受害者的

大多数情况。
——中小学生家长与老师对校园欺

凌的态度。关于家长和老师对待校园欺
凌的态度，选择会告诉家长的157名学
生中，家长对校园欺凌的态度是比较关
注的有115人，占比高达72.3%。在调
查学生是否会告诉老师时，选择会告诉
老师的学生人数稍高于会告诉家长的人
数，表明老师在学生们心中的依赖度稍
高于家长，为169人，占比89.4%。在观
察教师对校园欺凌的态度时，发现选择
制止校园欺凌并严厉批评的教师人数为
170，占总人数的89.9%。

——学校宣传校园欺凌采取的主要
方式。在调查的189名学生中，“主要开
展主题班会”的选择人数最多，为131人，
占比69.7%，说明主题班会的普及力度最
大；而采取其他形式宣传校园欺凌的整
体情况偏少，最少的是“作为学科教学来
教授给学生相关情况”，占比仅为6.5%。

校园欺凌的预防与援助

近年来，社会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度
越来越高，笔者认为治理校园欺凌问题，
可从如下方面着手。

——国家作为政策法律的制定方、
实施方、监督方，应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应制订保障校园安全的法律法
规，为打击和遏制校园欺凌伤害事件的
发生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增强立法
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各级政府和
教育部门，应加大对中小学校园欺凌和
暴力现象的监督和检查力度，加强未成
年人保护法实施，加强保障儿童权益的
法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健全校园安全的
监督管理责任机制，为创建文明和谐的
校园环境保驾护航。

——学校应高度重视学生的安全问
题，充分保护学生的安全。学校应加强
思想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自觉抵制暴力行为。学校也应
该经常性地给学生安排抵制校园欺凌的
专题课，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意识与能
力；为学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加以
正确的引导。严格学校日常安全管理，
提高教职员工、家长、学生对欺凌的预防
和处置能力。学校应帮助全体教职工树
立起预防校园欺凌的意识，对教师进行
专题培训，提高教师处理冲突与意外事
件的能力。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将
学生欺凌专项治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工作，同时还应加强家校合作，共同促
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应将立德树
人作为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在面对校
园欺凌时，家长需要自身改变刻板印象，
端正思想认识：在孩子向自己求助时，要
认真倾听并且相信孩子说的话；不要教
导孩子以牙还牙，积极冷静配合学校和
警方调查。发挥父母榜样和示范作用，
用良好舒适的家庭氛围熏陶儿童。随时
关注孩子的状态。家长也要及时发现孩
子的反常表现，当孩子平白无故出现不
愿意上学、装病、逃课等现象时，积极地
与孩子沟通交流，让孩子信任你，愿意与
你沟通。

——学生个人要勇敢地面对，积极
主动为受害者提供帮助。遭受欺凌时，
要及时地告诉老师和家长，必要时报警，
向其他人求助。不要一味地忍让。如果
你是校园欺凌的旁观者，不要漠视，不要
旁观，要积极主动为受害者提供帮助。

（作者单位：湖南女子学院）

注：本文为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项目“湖南农村中小学校园欺凌现
状调查”成果。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中小学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中完全独立出来，并颁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小学生要学烹饪”一

时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日常生活劳动教育启蒙于家庭、强化于学校，是孩子作为家庭

成员入世涉世的生命起点，也是学生作为学校成员明理做人的探究课堂。只有通过家校

共同的努力，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日常生活劳动教育，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近年来，社会对校园欺凌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但在一些农村偏远地

区的学校，校园欺凌状况鲜少得到关注与重视。本文对来自湖南省六所

中小学校的200名中小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在学

校具有一定的关注度，面对校园欺凌，学生对教师及家长比较信任，但仍

缺乏关于校园欺凌的针对性教育与科学应对方法的讲授，仍需进一步提

升对校园欺凌的知晓度，增强立法工作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提高教师

处理冲突与意外事件的能力，培育学生应对校园欺凌的积极心态。

■ 赵媛 鄢继尧 熊筱燕

近日，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将中小学
劳动从原来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完全独立出来，并
颁布《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小学
生要学烹饪”“劳动课要学做饭修家电”一时成为社会
热议的话题。

劳动教育从家庭生活着手，包含大量日常生活劳
动的内容，对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养成良好劳动
习惯和品质、树立家庭责任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
成为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赋予家庭教育新使命。

家务劳动自古就是我国家庭教育的核心
载体和重要抓手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儿童日常生活劳动能力培
养的优良传统，将家庭作为儿童劳动教育的第一场
所。“洒扫、应对、进退”作为古代家庭教育的一贯传
统。《论语》中子夏曾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教
育正是从小处开始的，这就是见微知著的精神。以“洒
扫”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劳动，就是父母与孩子间的双向
互动与合作，可以教会他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伦理
关系和道德规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开创了后
世“家训体”的先河，在治家篇中颜之推教育子孙“生民
之本，要当稼稽而食，桑麻以衣”，告诫子孙生存之根本
在于要自食其力，以种植庄稼的方式来吃饭，以栽种桑
麻的方式来穿衣。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儿童启蒙之学
需要从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在《童蒙须知》中提
出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
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

清朝曾国藩所著《曾国藩家训》被誉为“千古第一
家训”，曾国藩治家之道强调“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
字诀，“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子侄除读书外，
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
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等家训无一不体现着对儿童清
洁与卫生、整理与收纳等日常生活劳动习惯养成的重
视。同样，清朝的朱柏庐编写的《朱子家训》开篇便是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要求家人要早起
早睡，从整理收拾屋舍做起，营造一片干净舒适的家居
环境。通过长辈以身作则，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增强了
生活自理能力、提升了家庭责任意识。

世界范围内家务劳动都是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重要内容和主要形式

国外劳动教育开展较早，并形成了系统的劳动教育体
系。纵观全球，各国均将家务劳动作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重要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家政学协会联合发
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全球至少40%的国家和地区将以日
常生活劳动为核心的家政课程作为中小学的必修课程。

如瑞典作为世界上最早开展劳动教育的国家之
一，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础、重视家庭生活质量是瑞典
福利国家社会制度的目标，劳动教育以家庭日常生活
为核心，主要通过家政课程来落实。1962年义务教育
制度确立后，“家庭与消费者知识”和“手工”两门家政
课程便作为必修课从一年级一直持续到九年级。如在

“家庭与消费者知识”中的“食物、饮食与健康”模块中，
学生需要学习烹饪烘焙的实操技能、考虑能量和营养
需求自创食谱，到乳制品生产、磨坊、肉类或鱼类商店
等不同的场所进行参观、学习与观察。

德国的劳动教育也独具特色，在小学中通过类似
家政课的“常识课”来落实，且基本每个学校都拥有烹

饪、缝纫和编织、金加工、木加工、办公室管理五种劳动
教育专用教室，在烹饪专用教室中有整套的烹饪设备、
器具，涵盖德国家庭厨房基本的四种形式，使学生的学
习与将来的真实环境联系起来，身临其境地指导学生
进行日常生活劳动。

亚洲的日本因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非常重视家
庭建设，其劳动教育也将日常生活劳动作为重要内
容。早在1947年颁布的《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就将
家政课程作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必修课程，并一直延
续至今。现行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将“通过与衣食住
等有关的实践与体验式学习活动，发挥经营生活的视
角和思考方式，来提高我们自身的生活质量和生活能
力”作为学习目标，将“家人·家庭生活”“生活中的衣食
住”“消费环境”三个方面作为学习内容。除此之外，韩
国的劳动教育也通过家政课程来落实，中小学家政课
程均为必修课，除讲授理论课程外，还要在专门的教室
进行实践操作，学习制作大酱、泡菜、紫菜包饭、拌饭等
本国传统食物，裁剪、缝制、修补传统服饰，在提高学生
实践动手能力的同时，厚植家国情怀。

家校共育为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回顾历史，日常生活劳动教育启蒙于家庭，意在劳
动的模仿同化，是孩子作为家庭成员入世涉世的生命起
点；纵观全球，日常生活劳动强化于学校，指向劳动的认
知习得，是学生作为学校成员明理做人的探究课堂。因
此，只有通过家校共同的努力，才能切实有效地开展日
常生活劳动教育，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庭要发挥在日常生活劳动教育中的基础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
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2021年10月出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将劳动观念、劳动能力、
劳动品格与习惯的培养作为家庭教育的内容，因此家
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日常生活劳动教育
启蒙的主导者，家长的劳动观念、能力、精神对孩子有
着深刻影响，要树立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的良好家风，
通过日常生活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让孩子树立正确
的劳动观念，养成从小爱劳动的好习惯。同时，学生在
学校学到的许多日常生活劳动知识与技能，都需要他
们在家庭中亲身实践、亲历情境、亲手操作，家长不能
包办代替，更不能通过“拍照打卡”等应付了之，而要抓
住整理房间、打扫卫生、烹饪帮厨、美化家庭、养护绿
植、器具维护等各种机会，帮助孩子自觉参与、自己动
手，随时随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日常生活劳动。

学校要发挥在日常生活劳动教育中的主导作用。
除加强劳动教育整体规划和课程设计、整合利用资源组
织课程实施、合理安排和培训师资、建设劳动园地和场
所外，还要积极与家庭密切合作，通过家长学校、家长
会、家长开放日、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多种途径密切家校
联系，向家长宣传劳动对学生身心发展的价值、劳动课
程开设的意义、家校协同开展劳动教育的必要性等，引
导家长树立劳动教育观念、做好榜样示范作用。同时，
还要让家长了解学校的劳动教育内容、开展形式多样的
亲子劳动活动，指导家长将相关劳动内容有机融入家庭
日常生活，使学校劳动课程与家庭劳动教育建立关联，
使学生习得的劳动技能能够在家庭得到及时的应用和
巩固，与家长一起为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赵媛为江苏省家政学会理事长，南京师范大学教
授；鄢继尧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熊筱燕为江苏省家
政学会秘书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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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
要学烹饪”的相
关话题引发社
会关注。提高
中小学生家务
劳动技能需家
校共育，图为学
生们正在上烹
饪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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