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撸宠店”免责条款合法吗
由于家庭原因没办法养宠

物，但我又特别喜欢小动物，所

以经常去网红店“撸宠”。 但我

最近发现， 不少店面开始张贴

了所谓的“免责条款”。 也就是

说，如果顾客在撸宠过程中发生意

外，店家不承担任何责任。 这些条

款合法吗 ？ 如何既能满足兴趣爱

好，又能确保安全性呢？

———市民张女士

读者来信

■本报记者 张鹏

孩子回家做作业，家长应该做什么？
专家建议帮助孩子养成良好习惯并和孩子一起寻求战胜困难的办法

“不得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不得要

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关于学生作业，本市教

育主管部门对学校的行为已划出明确的 “红

线”。不过，家长们在大松一口气的同时，是否也

该思考一个问题：孩子回家做作业，家长应该做

什么？

“不做作业母慈子孝 ， 一做作业鸡飞狗

跳” ———坊间流传的这句话多少说明， 在一些

家庭，作业经常成为亲子矛盾的“导火索”。

家长不用检查、批改孩子的作业，是否意味

着可以当“甩手掌柜”、对孩子的作业不闻不问？

如何围绕作业，构建更平衡、良好的家校关系？

孩子写作业时家长应该做什么， 这还真是

一门学问。 记者近日采访了不少中小学校长和

一线教师， 他们的建议是： 相比关注孩子作业

题目的对错，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作业习惯、

关心孩子写作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和孩子一

起寻求战胜困难的办法， 这才是家长们更应该

做的事。

就是不想让孩子闲着？这
种认识要纠偏

“娃写作业我看书，我们彼此松绑。”杨浦区

一位小学生家长艾玛（化名）在看到一连串教育

部门关于作业的“新政”后，长舒一口气。 此前，

艾玛在辅导孩子写作业这件事上没少费心思。

“每天逐一检查孩子各科目作业的完成度和正

确度，相当于给自己找了一份兼职。 ”一边是工

作后的疲累， 一边是孩子完成度并不完美的作

业，艾玛高度紧张的神经紧绷，家庭矛盾也不时

发生。

沪上一所公办小学班主任发现， 从小学生

的作业量看 ， 学校布置的作业 “总量可控 ”，

倒是不少家长会自发给孩子加码， 布置家庭作

业， 比如让孩子读英语绘本、 写读书笔记、 做

奥数练习题。 “总而言之， 家长就是不想让孩

子闲着。 孩子不写作业没事干， 一些家长就会

开始莫名焦虑。”

松江区一所公办初中的教导主任则有另一

种烦恼： 不少学生家长忙于打拼事业， 孩子放

学后几乎没有人监督作业完成的情况， 至于检

查孩子作业完成好坏 、 对错更是无从谈及 。

“家校沟通缺失重要一环， 班主任肩上的压力

就大了。”

采访中， 不少家长对于辅导孩子作业这件

事，也有不少困惑。 一位小学生家长就说，其实

自己并不知道究竟应该怎样辅导孩子写作业，

也不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努力对于孩子提高成绩

有无帮助。

家长是否应该参与辅导孩子课后作业？ 几

乎所有教育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这是因为，

作业是联系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关键一环。

要注意的是，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家长参与

家庭作业的方式方法都应有所差异。

从教育学角度分析， 静安区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陈小文说，教师在完成教学任务后，分配在每

个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 而孩子学习

的深层次品质， 常常是在家庭较为放松的环境中

才会展现出来。“家庭中，至亲好友的细心呵护，考

验孩子的专注度和自律性。此外，家庭中一对一的

辅导关系，更能展现出孩子个性化的问题。 ”

确保孩子交上去的作业全
对？这种辅导手势恰恰错了

眼下， 不少家长参与作业辅导过程时态度不

免“简单粗暴”，认识误区也不少。 比如，有的家长

发现孩子题目做错后， 会要求孩子及时订正、修

改。 这样，孩子交上去的作业干干净净、答案全部

正确。

在上海市江宁学校政教主任、 中学高级教师

谭坚琦看来，这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

做法。课后作业的主要价值，便是检验学生当天或

者一段时间内学习的知识点和技能掌握程度。 如

果学生提交的作业全部正确， 那么一定程度上就

会导致教师教学信息的失真。“老师无法从学生这

里得到真实的教学反馈， 也没有办法及时调整后

续的教学进展，良好的双向反馈过程被破坏了。 ”

有一些家长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貌似认真负

责，在判断作业题目对错的基础上还会更进一步，

将自己的解题方法盲目灌输给孩子。 对于这种做

法，沪上一所公办小学校长并不认同。 他认为，家

长这么做不一定有利于学生思维习惯的养成，有

些学生还会因此丧失学习的主动性。“反正最后都

由父母把关，题目做得对错、好坏都无所谓，学生

干脆绕过了思考的过程， 眼巴巴等着正确答案喂

到嘴边。 ”

引导孩子正确看待作业对
错，体会学习的乐趣

家长究竟该如何参与学生课后作业这一教学

环节，其实大有讲究。

此前， 上海市教委主任王平在做客 “民生访

谈”时，从自身从教经验出发，在谈及作业时提到

一份“攻略”：先做作业再玩、先复习再做作业、先

预习再听课。 “如果孩子养成了这些好习惯，学习

效率一定会大大提升，学习成绩也不会差，这远远

要比多做一两套题来得重要和管用。 ”

陈小文同样认为， 家长应引导孩子先复习当

天学习内容，并适度检查孩子作业的完成情况，这

些是提升学习质量的抓手。 “家长要学会看门道，

从作业完成度上来看孩子当下的学习状态、 是否

出现学习困难、原因是什么等，这些比关注对错要

科学得多。”他说，正确看待作业的对错，会给孩子

带来更多的财富， 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感。

“家长应更全面衡量孩子，而不是用分数决定孩子

的价值。 ”

谭坚琦给中学生家长的建议是： 除了关注作

业本身，还可以和孩子一起看看新闻、参与讨论身

边热议的话题等，让孩子在最该感知社会的时候，

走进生活本身，不做只关心分数的“读书娃”。

“撸宠店”成新网红，“它经济”潜在风险如何规避

闲适的周末午后， 只见一只猫咪懒洋洋

地窝在猫屋中， 一位女生来回撸顺着它光亮

的毛发。作为新兴业态，“撸宠店”在上海遍地

开花。有人从中寻到了都市生活的解压之道，

也有人因家中不能养宠而在此得到慰藉。 然

而，火热的“它经济”背后，牵涉不少风险。

许多“撸宠店”会同步提供轻食、咖啡等

服务。 一位顾客就曾体验过“猫咖”后作出如

下点评：不大的店面，刚进门就是扑面而来的

“动物气味”，一不留神就要跟猫咪“共享”食

物。在混杂的气味之外，动物本身的不可控性

更是安全隐患。 虽然“撸宠店”会定期给动物

打疫苗，但每一只小动物各自性格特点不同，

当其情绪不稳时， 很难预判它下一秒是否作

出应激反应。 专业性、职业度并不高的“撸宠

店”店主们又能否承担相应责任？

随着“它经济”的兴起，一纸诉状将“撸宠

店”告至法院的案例不在少数。 为此，上海部

分“撸宠店”集中的区已开始监管探索。譬如，

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撸宠店”量身订

制 《徐汇区 “宠物互动体验馆” 规范经营指

引》，从注意事项到备案管理办法，都一一明

确。监管部门的积极介入，让“撸宠店”这一新

兴业态得以更健康有序发展。

提前介入监管，拒绝“霸王条款”

“撸宠店”兴起时间不长，监管部门为何

要迅速针对这一业态出台指引？ 在徐汇区市

场监管局局长俞晓红看来，这是因为，虽然目

前辖区内与 “撸宠店” 相关的投诉总量并不

大，但这一新兴业态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生

活在紧张都市中的年轻人将“撸宠店”视为放

松身心、愉悦心灵的场所，也让这一行业迎来

了爆发式增长需求。“如果我们不在初期加以

规制，等到产业逐渐发展壮大，再想介入管理

就很难了。 ”

据统计，目前徐汇区共有二十余家“撸宠

店”。 自去年至今，该区市场监管局已陆续接

到十余起相关投诉举报。 处理过多起投诉举

报的王烨斌表示， 由于动物本身具有不可控

性，再加上不少前来“撸宠店”的都是未成年

人，他们对于动物习性、行为习惯均不了解，

也十分容易在撸宠过程中发生意外。

另一方面，在巡查过程中也发现，一些店

家为规避责任， 会在店内张贴类似免责声明

的“霸王条款”。 也正因此，一旦出现纠纷，双

方各执一词，最终对簿公堂，将占用大量司法

资源。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一家“撸宠店”甚至

还被牵连进一桩民事诉讼纠纷。为此，相关指

引专门明确，“经营者不得免除自己责任、加

重消费者责任和排除消费者权利”。

首批试水者“点赞”指引规定

为响应上海“放管服”改革要求，徐汇区

市场监管局开启了此次创新探索。 相关负责

人表示，要让市场更健康发展，不仅要放，也

要管。这就意味着，要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

原则，不放任新兴业态野蛮无序生长，而是在

可控范围内使其健康有序发展。

定下目标后，实际操作环节却困难重重。

针对新兴业态的监管，意味着无前例可循。截

至目前，针对撸宠行业，现行法律并无专门规

范要求。为此，徐汇区市场监管局专门协调了

包括卫生、 检验检疫等在内的多部门联合研

判———从企业登记、动物防疫、安全提示到食

品安全，多方协作，逐一打通难点堵点。

就在上月，凝结着各方创新智慧的《徐汇

区 “宠物互动体验馆” 规范经营指引》 正式

出台 。 90 后刘嘉雯开设的一家 “撸宠店 ”

成了首批试水者之一。 如今步入位于徐家汇

核心商圈的这家 “撸宠店”， 墙面上张贴着

安全注意事项， 详细记录着不同动物的脾气

习性。 公开透明的暖心告示， 既在无形中拉

进了顾客与宠物间的距离， 也使得撸宠行为

的安全性大大提升。 每一只小动物的防疫消

毒时间也都一一记录在册， 方便监管人员随

时翻阅。为提升经济效益，不少“撸宠店”还开

辟了轻食区域。为确保食品安全，该指引还尤

其强调，撸宠区域与轻食区域的分类，避免动

物轻触食品。

对照指引进行整改后，刘嘉雯认为，不仅

店面管理更规范，顾客信任度也更高。 如今，

她在杨浦区大学路商圈开设的另一家 “撸宠

店”里，同样运用了该指引规定的管理办法，

收获了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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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写作业，台灯应放在左边还是右边
超八成家庭放错了位置，近三成家庭不开主照明灯

《2021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趋势报告》发布，5岁以上儿童近视率超50%

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 昨天是全国

爱眼日， 由上海市科协、 蔡司、 腾讯联合

发布的 《给孩子一个清晰的世界———2021

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趋势报告 》 显

示， 我国已成为全球近视发病人数最多的

国家， 5 岁以上儿童近视患病率超过 50%，

且近视年龄越来越小。 家长作为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的第一责任人， 对近视防控知

识仍存在许多误区。

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院长周

行涛在解读 《报告》 时表示， 近视不仅是

“多戴一副眼镜” 这么简单 ， 一旦发展成

为高度近视， 容易引发眼底病变， 严重时

还会致盲。

研究证明， 每日户外活动时间累计两

小时可预防近视。 可现实中， 孩子户外活

动平均时长仅为 1.27 小时 /日 ， 而在校期

间近距离用眼时间达 8.49 小时 /日 。 仅有

28.5%的孩子能做到近距离用眼半小时让

眼睛休息一下， 40%的孩子在近距离用眼

休息间隙， 仍会看电视、 玩平板电脑等。

家长作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第一

责任人 ， 对近视防控知识仍存在许多误

区。 调研显示 ， 86.4%的家长认为近视是

可以预防的， 但他们中 61.3%是在孩子近

视后被医生告知才知晓的。 儿童青少年进

行初次眼健康检查的平均年龄为 5.42 岁，

约 14.5%的儿童青少年首次确诊便为中度

近视。

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宋红欣教

授提醒家长， 现在的孩子远视储备消耗越

来越早， 有的孩子可能四五岁时远视储备

就消耗掉了， 因此初次进行眼健康检查的

年龄应提早一两年， 在 3-4 岁时进行会比

较好。

《报告》 显示， 八成以上家庭将台灯

摆放在写字手同侧或中间， 而这容易造成

阅读区域阴影， 所以台灯应放在写字手对

面。 27.2%的家庭在开启台灯时不会再额

外开启别的照明灯 ， 但在使用护眼灯时 ，

应当同时将室内的主照明灯打开。

还有一种常见误区是， 不少家长认为

孩子一旦戴上眼镜， 度数会越来越深。 对

此， 周行涛表示， 框架眼镜是最普通、 也

是最基础的近视矫正方式， 不佩戴眼镜或

者佩戴不合度数的眼镜， 会让孩子的近视

速度加深得更快。

专家表示， 当前家长对近视防控重视

度不高、 认知不全是近视防控工作的一大

盲点， 应推动落实视力筛查标准化， 纳入

更多客观性指标， 同时加快精准近视防控

体系建立 ， 提升完整诊疗流程质量 ， 让

有治疗需求的家庭获得更精准高质的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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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 《预防近视》 新华社发 徐骏作

90 后刘嘉雯在徐家汇商圈开设的

“撸宠店”。 制图： 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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