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模拟政协社团小组带来《关于让饭圈文化重回正能量的提案》

在“尚法” 系列模拟课程

中学以致用， 让学生在参与学

校民主治理中实现自主管理，

在此过程中， 全过程人民民主

所蕴含的宪法精神也在校园深

处得以弘扬。

“如今， 通过这种‘民主

立规’ 的模式， 学校已探索出

台了包括《学生外带食品进校

园管理规定》 等在内的 5 部校

园管理规定， 同时也推动着各

个班级实现自治建设， 真正实

现‘我的班规我做主’。” 华政

附中副校长龚海幸告诉记者。

而从校园延伸到社会， 也

在助推着实际问题的解决。 龚

海幸透露， 前两年， 学生发现

学校附近的牛桥浜路在上下学

高峰时段异常拥堵， 学生志愿

者们为此专门组成课题组进行

实地调研， 书写调查报告并转

化为政协提案， “后来相关部

门也采纳了学生的建议， 在校

门口设置了学校区域标志， 划

出了停车线并加装了电子警

察。”

2020 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

案）》 向社会征求意见， 华政

附中学生李骏豪针对草案中提

出的“公安机关发现未成年人

的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

暴力等行为的， 应当予以训

诫、 责令其缴纳保证金并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 对于拒不接受

家庭教育指导的， 可以没收保

证金。” 提出建议， 李骏豪认

为每个未成年人家庭经济条件

不一样， 建议去掉没收保证

金， 还是以教育训诫为主。 这

一立法建议最终被全国人大采

纳。

中学生的修法建议被纳入

到国家法律中， 这在全国尚属

首次。 而今， 在华政附中的“尚

法楼” 里， 还保留着当时全国人

大法工委寄来的这份特殊的感谢

信。

龚海幸告诉记者， 近些年，

作为虹桥街道基层立法联系点下

设的信息采集点， 华政附中学生

为立法修法发声已成为常态， 他

们先后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食品浪费法 （草案）》 《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等多

部全国性法规的修法意见征询。

“秉承宪法精神， 厚植法

治文化。 在不断的实践中， 我

们希望能帮助他们培养起社会

责任感， 在学生时代就树立起

合作共商、 服务社会的意识，

当他们未来真正走上社会， 才

能成为我们希望培养的‘明德、

尚法、 精业’ 的现代公民。” 龚

海幸说。

饭圈如何治？ 模拟政协来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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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在华东",大%#属$%7园6一隅， 有一栋红砖白

墙6老式建筑， 走进其内， “树+3,意识， 维护3,权

威” 6上墙标语、 分布在一二楼6“模拟"协” “模拟人

大” “模拟庭审” “模拟听证” 场景， 让这栋名为“尚,

/验室” 的老楼， 成为这所,治类特色%7弘扬3,精神

的现/载体。

1954 年， 第一部 《$华人民共和)3,》 正式颁布。

也就是在那一年， 前身为上海市番禺$%的华东",大%

#属$%在上海正式创+。

(《3,》牵手跨越70年维度，在“尚,”课程$/践“民

主课堂”，而今，在这所%7，%&志愿.以“模拟%7管理”

6模式，让7园&活$6热点难点问题通过自治得以解决；

$%&6建议被采纳写入《$华人民共和)未成年人保护

,》，开创了$%&参()*+,6先河……

今年3,宣传周期间， -.走进这所( 《3,》 45

6%7， 在这里， 寻找3,精神落0&根的故事。

"
“哇！ 哥哥好帅啊！ 我一定

要拿到哥哥的签名照。 ”“你这

样追星不太好吧， 我们还是要

理智一些。”“这有什么，不过这

个月我们粉丝后援团在集资给

哥哥买新的应援物资， 但我的

零花钱快花完了……”

午间， 阳光从错落的树叶

缝隙间洒向大地，上周五，华政

附中政协厅里， 一场“模拟政

协” 展示活动正在开展中，台

上， 模拟政协社团小组正在用

情景演绎的方式，还原《关于让

饭圈文化重回正能量的提案》

中提及的饭圈文化负面影响。

“饭圈文化是周边同学都

比较关注的，我们发现，随着互

联网、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发展，

出现了不少饭圈文化乱象。”模

拟政协社团成员、 饭圈文化提

案课题小组组长陈庄翌卿告诉

记者，从乱象中发现问题，并寻

找推动解决的路径， 成为小组

着手制定这一提案的初衷。

“10 月初， 我们就开始

进行问卷调查、 线上访谈和线

下采访， 通过数据分析， 发现

将近 69%的受访者认为饭圈文

化带来的负能量更多， 接近

58%的受访者对网络言论不当

需要负的法律责任不是很了

解。” 该提案小组成员郑祖玺

告诉记者， 提案对问题成因进

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针对性意

见， “比如家庭应加强孩子的

思想教育， 培养理性追星意

识， 同时政府也应当加强监

管， 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等。”

在情境模拟中以法治思维

分析、 解决问题， 正是华政附

中构建“尚法” 特色课程， 探

索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的一条

培育路径。

“目前，我们开发了 40 多

门‘尚法’校本课程及七大情境

模拟课程，‘模拟政协’ 就是其

中的一大场景。”华政附中模拟

政协课程指导老师蒋沁雨介

绍， 通过模拟人民政协提案的

形成过程， 让同学们体验人民

政协的组织形式、 议事规则、

协商方式等， 培养学生政治协

商意识和综合能力的同时， 也

践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

一碗关东煮引发“蝴蝶效应”

“尚法” 特色激发着学生

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潜能，

也在课程之外探索出校园治理

的新机制。

“学校里学生到底能不能

带手机？ 学生的作业他们是否

有自主权？ 是不是每天都要穿

校服？ 这些问题与学生的校园

生活息息相关， 如何去探索解

决路径， 我们把‘主动权’ 交

给学生， 让他们通过民主管理

的方式加以解决。”

华政附中团委书记陈烨楠

告诉记者， 华政附中设有专门

的“学生事务中心”， 参与中

心日常管理和运转的并不是学

校的老师， 而是学生自己。

“每年我们会在初高中部

招募约 60 名学生志愿者， 根

据职能分工， 中心细分了校长

办公室， 以及德育、 教学、 科

研、 总务等四个部门， 同时还

下设了立法委员会、 执行委员

会和监督委员会， 俨然是一套

学校行政管理的真实架构。”

每年开学， 学生事务中心可根

据学生需要公布校园生活提

案， 经过听证等模拟立法程

序， 形成学生自我管理的校园

规则。

此前， 华政附中就发生过

一起真实的事件， 一名学生因

没吃早饭， 带着一碗关东煮进

了校园， 但就在与同学分食的

过程中， 不小心将汤汁洒到了

邻座同学的试卷上。

“老师出于校园食品安全

以及对于教室环境影响等因素

的考虑， 当时禁止学生携带外

来食品进校园， 而学生则提出

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看法。” 陈

烨楠说， 在学校， “一碗打翻的

关东煮” 由此引发了外来食品究

竟能否进校园的探讨。

后来， 学生事务中心就此问

题展开了调研， 并召集家长代表

开展意见征询， 在此基础上召开

了一场主题为“校外食品进校园

‘Yes or No’ ” 的校园听证

会， 最终通过民主立法推动形成

了如今的《学生外带食品进校园

管理规定》。

学生自带食品， 应当携带自

己家庭制作或在有食品经营许可

证的商店购买的食品； 禁止携带

含有酒精成分的饮品、 含有刺激

类气味的食品等； 学生自带食品

应当在指定地点食用……这份

《规定》 就外来食品进校园的相

关问题予以了细化。

模拟变为真实立法建议屡被采纳

荨 “我与大厨面对面”

模拟听证活动

荩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尚法节”

期间，举办“我为法治上海献一策”微

论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