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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沙洲

最近，一段“女教师扒高铁门”的视频

和相关评论在网上疯传，网友似乎对当事

人罗女士的谴责远多于同情；紧接着，一段

录音又刷新了国人对类似事件的认识尺

度：一位男子在出租车上打电话给110报

警台，要求高铁为他延缓20分钟发车。让

高铁等5分钟还是20分钟，其本质是一样

的，都可以归结为界限问题，它反映的是一

个人的价值观、社会观。

对与错，在界限的两边，但界限在每个

人的心目中是有差别的。很多人认为界限

就是底线，但也有一部分人觉得所有的界

限都是模糊的。

比如举办活动都有一个报名截止时

间，这就是一个界限。错过截止时间，理应

失去报名资格，但事实上，主办方总会为一

些参加者的“特殊原因”法外开恩。这是在

越过界限不太久（比如一两天）的情况下。

一旦办事人严守界限，会让一些人觉

得不近人情，尤其是面对女性、儿童、残疾

人等弱势群体的时候。高铁站的乘警们最

终妥协了，让罗女士一家三口上了车。但

出租车上的男子没有那么幸运，他的要求

明显被认为是太过分了。

人们通常认为，以人为基础来运转的

制度，会显示出人性化的特质，也就是一定

不会那么刚性。无论是罗女士、出租车上

的男子，还有很多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

都相信“制度是人定的”，最终会为我网开

一面。

如果制度运转的主体是“非人”，就没

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比如火就是一种“非

人”，我们小时候都有被火灼痛的经历，深

深嵌入记忆。正常的人成年以后，不会尝

试去触碰火。所谓“水火无情”，而“众生有

情”，在我们人类看来，“非人”简直是一种魔

鬼般的敌对存在，它会不折不扣地执行规

则，不需要任何人的监督，你不可能跟它讨

价还价。

同样以高铁案例来看，也是在2017

年，南京南站有一个小伙子弄错了站台，看

见自己要乘坐的高铁快要进站了，情急之

下，仗着年轻、动作敏捷，竟然直接跳下铁

轨，从车头前横穿而过。但他功亏一篑，双

腿被夹在高铁和站台之间，起初还能动弹，

等到救援人员赶到，已经撒手人寰了。

高铁列车就像一个巨大的怪物，冷酷

地注视着身旁一个生命的消逝。整个过程

中只要向外移动分毫，小伙子就能得救。

网友不会批评高铁，评论一个“非人”毫无

意义；死者被叹惜——No zuo no die。

制度刚性和人性化没有好坏之分，它

们都能对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制度刚性损

害的是个别人的利益，而让绝大多数人获

益；人性化对个别人通融，却会损害多数人

的利益。

高铁为了照顾一位乘客延迟发车，对

于其他乘客是不公平的。这就像一些班主

任常说的台词：“全班每个人等你5分钟，加

起来你就浪费了别人3个小时。”吊诡的是，

罗女士正是一位班主任。

最好，制度刚性能被维护，同时又能

够尽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需求。当代社

会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人工智能和大

数据，也就是把制度交给高等级的“非人”

去管理。

人们正在享受这一方案带来的好处，

观念却没能跟上，反而本能地拒斥人工智

能。比如教师甚至专家们指出并且希望自

己相信，教师的工作是不能被人工智能取

代的，因为人工智能没有情感，而教育是需

要情感投入的事业。

对“非人”的恐惧，最有名的是美国

《终结者》系列电影，讲的是人工智能网络

进化出自我意识，进而启动核灾难，毁灭

人类文明。

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人的情感是具有

不稳定性的，也就是说，既有正面的情感，

也有负面的情感。在教育实践中，我们更

多地表现出哪一种情感呢？是焦虑、急躁，

还是谨慎、温和？尤其是当学期末各种事

务堆积如山的时候，当一年级小朋友刚入

学状况频出的时候，当问题学生故态复萌

又惹事的时候……这也是绝大多数教师的

情感受到考验的时候。

我们通常认为人是复杂的，机器是简

单的，但实际上人总把事情简单化。让我

们来举一个温和的例子吧。有的家长会发

现，班主任给孩子写的学期末评语，个别字

句在同学的成长记录本上也能看到。这说

明班主任运用了一个省事的办法：写好几

种（四种或五种）类型的评语，写给不同类

型的学生。所谓“个性化评语”，不过如此。

这种“四刀切”或“五刀切”本质上都

属于“一刀切”，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就是这

样，在宙斯神庙看到一个古老的绳结，用

剑将其一挥为二，看似英明神武，实际上

被斩断的绳结变出更多的断头，问题并没

有被解决。

“一刀切”是人为的，但很不人性化，并

没有体现出人类的情感。随着社会的升级

迭代，各行各业的事务渐趋复杂，如果不利

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必然产生越来越

多的“一刀切”。

仍然以教育领域为例，如今高中课程

越来越多样化，尤其是选修课走班，形成了

一个异常复杂的体系：有的课程两三个班，

有的只有一个班；有的教师兼了多门课程，

有的只上一门课；而一个学生每天所上的

选修课，课时不同、教室不同、时间不同；再

加上个别教师请假调课，学生换课重选，各

种随时冒出来的状况……如果仍然用人的

血肉之脑来处理，那只能是万物归于混沌，

“想一想头都要大了”。

如果继续搞“一刀切”，用“凡是”“一律”

“只许”“不得”等字眼来规定，学校省事了，

却失信于学生，曾经许诺的个性化、多样

化、菜单化的课程选择权如镜花水月。学

生将与自己喜欢的课程失之交臂，同时又

不得不耐着性子听自己不喜欢的课，教师

也无奈给一部分不喜欢自己的学生上课。

目前，很多高中使用的是一种电子排

课系统，负责排课的教师将个体的需要嵌

入系统，算法就能以一定的逻辑，将这些情

况考虑进去，最终实现的是师生“一人一课

表”。选课走班的那一刻，所有人都忙忙碌

碌，却不会有什么差错。

所以我要说，人工智能比人更“人性化”。

我想起小时候学画画，很多男生都栽

在色彩（水粉）这一关上。老师说，大多数

男生色彩感悟力不足，连色调是冷是暖、偏

青偏黄都看不出来，简直就跟色盲一样。

所以我一直以为学习色彩是需要天赋的，

直到工作以后很多年，买了第一台个人电

脑，安装了Photoshop的早期版本4.0。

突然发现，色彩可以有三个维度——色相

（H）、饱和度（A）、明度（L），也可以有四个

维度——青（C）品（M）黄（Y）黑（K），在这个

世界著名的图形软件的表述中，包含多种

色彩模型，只要在维度方向上前后拖动滑

块，就能观察到色彩的变化——原来色彩

就是这么回事。

在图形的色素点阵中，每一种色彩都

以数字的方式存在着，不需要用第六感确

定它的位置。当年的美术教师讲的似乎是

很人本的感悟力和天赋，但它阻断了很多

学生的美术梦想；而看似冰冷的程序、单调

的数字，却让人轻松掌握色彩的构成，训练

不够强大的色彩感悟力，使得今天的学生

不再受到“天赋论”的困扰。

记得一两年前，我会早晨六点起来，上

铁路官网12306，捡半夜里别人的退票；从

去年开始，12306网站已经不堪使用，手机

上各种工具都能在云端抢票，不需要每隔

五分钟盯着手机捡漏了。上淘宝网买东

西，先浏览不急着买，过几天上其他网页的

时候，会在文章边上发现更物美价廉商品

的图片，省去了地毯式搜索的辛劳……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已经在为我们提供便利，

而且程度日益加深，功能日益完善。

人≠人性化，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是

因为，人都希望被人性化地对待，但未必

能够人性化地对待他人（others），尤其是

当他人的数量异常庞大的时候。要让每

一个人都受到人性化的照顾，人的力量是

做不到的——人多未必力量大，必须依靠

更高阶段的“非人”工具——人工智能和

大数据。

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得到这种照顾，如

果有的人上班忘带智能手机，一整天都会茫

然若失，浑浑噩噩，换在十年前不会发生这

种情况。不是我们变了，而是时代变了，套

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前几天听到一位教师说，晚上给女儿

听写词语，她想到一个省力的好办法。就

是让女儿用她的手机录音，朗读一遍要听

写的词语，然后一边播放一边听写，家长就

不用一直陪在身边了。但这位教师却说，

录音播放是按顺序的，不能跳着听写，所以

她最后还是决定陪女儿听写，并得出了“人

工智能到底不如人”的结论。

我很想劝这位家长兼教师，上网下载

一个听写软件，它们都有随机播放的功能；

我也很想告诉和她持类似观点的人们，把

你的想法写下来，交给信息工程师，请他们

改写成合适的代码。也许你会发现，其实

你的想法早就有人实现了，你还有更好、更

酷、别人没有的想法吗？

历史上的每一个时代都在主动拥抱下

一个时代，因为下一个时代一定比上一个

时代更先进、更文明。先进和文明的标志

之一，是每一个人都受到更人性化的照

顾。所以，不是“我们再也回不去了”，而是

根本不会有人想回到过去。

wx_PNg6YDG2
家长会应考虑家长的

需求。我越来越觉得如今

的家长会流于形式，模式固

定、时间固定、内容固定。

我在想，家长会难道一定要

在期中、期末开吗？家长会

难 道 一 定 要 班 主 任 主 讲

吗？家长会一定要讲学习

成绩吗？家长会学生不可

以参加吗？

阿 国
要改变家长会教师“一

站到底”的创新很简单，班

主任让权——换个主角，换

个立场。让给谁呢？一是

让给家委会，请家委会协商

邀请班级优秀生或进步生

家长探讨家庭教育心得，交

流“熊孩子”的应对策略；二

是让给班委会，不妨把主持

人的角色交给学生，让学生

代表谈谈对大人们的要求

和建议，以匿名的形式对大

人们说说心里话。

有不错的个人才艺秀

也可以结合 PPT 或真人演

出的形式展示给家长，就当是汇报演出了。

班主任还可以请外援，外援未必一定

是教育方面的专家，可以是家长资源，也可

以是以前的学生资源，以过来人和经历者

的身份登台亮相，更具说服力。

家长会也可以和班队课集合在一起，

由班主任定一个主题，邀请学生和家长一

起参与，穿插一些与主题相关的团康游戏，

也可以采取小型辩论会或研讨会的形式，

教师不妨隐身到幕后。

河 港
由全班式的家长会改为分对象开分

会。即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几种类型

分别召开家长会。

由教师的居高临下式改为访问式。

即将桌椅分成几组，每组围成圆形。每组

坐着相应的任课教师，家长可以根据学生

的学情加入到相应的小组，交流起来更为

方便。

由教师的讲解式改为参与式。家长可

以与教师围坐在一起，互相参与讨论。在

这样的氛围中，教师同时也成为被教育者。

这是基于因材施教的家长会，也是基

于家长和教师共同提高的家长会。这样的

家长会不妨一试。

张耀辉
首先，内容要有针对性。有针对学科

学习的，分提高型、巩固型和脱后型；有反

馈行为习惯和道德修为的；还有交流家校

双边情况的。

其次，形式可多样化。既可大会集中，

更宜分门别类，小群交换意见，用微信、QQ

和其他媒介随时通报，及时反映。如能手

写短笺或书信，更见诚挚情怀，对学生的教

育效果会更好，影响更深远。

那央青青
家长会就像一道菜，众口难调。分班

进行家长会可以灵活些，具体操作交给班

主任。

随着二孩政策的来临，晚上开家长会

时，一些家长会把没人照看的孩子也带

来。学生对家长会内容不感兴趣，难免不

遵守会场纪律，进而影响开会效果。是不

是可以打开一间专用教室，放一些影片并

安排教师照看这部分学生为好？不知道其

他学校存不存在这个问题？

杨铁金
围绕开家长会，如果我们要搞创新，可

以在“加一点、减一点、变一点”等方面去思

考。“加一点”，加的可以是家长会的内容，

比如增加趣味性内容，像互动游戏之类；

“减一点”，减的可以是家长会的常规套路，

如一些固化的议程等；“变一点”，变的是开

家长会的时间、地点、形式，不要老放在期

中、期末考试后，不要老放在学校教室里，

不要老是教师讲、家长听，比如可以放在周

末或法定假期里，将地点选在野外，学生家

长一起探讨教育问题更轻松。

□龙游县詹家小学 王 磊

“老师，快来，卢某某又打架啦。”
“老师，卢某某的作业又没有做。”
……
说起这个卢某某，所有教师都摇头，

随你怎么好说歹说、软硬兼施，他总是无
动于衷。他的父母在外打工，鞭长莫及，
家里又只有七十几岁的老爷爷。

别看他站在我的面前，低着头，问他
十几句也没有反应，却又十分争强好胜，
班里的纷争总少不了他。我也只好在一
番苦口婆心的教育之后，让他回了教室。

我接着批阅班里学生交上来的随笔
——《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批着批
着，我看见了他写的这一段话：“爸爸妈
妈，你们为什么要离开我？我们这儿不
是也有许多工作可做吗？你们为什么不
管我？我觉得自己已经被大家抛弃了，
没有人喜欢我，我恨所有人……”

这段话令我心头一震，他的生活中
缺乏爱，于是，他就形成了孤傲、好斗的

性格。写完评语，我又随手撕下一张便
利贴，粘在作文本上，并写下了这样的话
语：“父母在外打工，是为了一家人的生
活，他们也想陪在你身边。如果你有什
么忧伤烦恼，我愿意与你一起分担，你愿
意让我成为你的大朋友吗？”

随笔发下去了，我看见他在认真地
读着那张黄色的便利贴，眼睛里闪烁着
亮光，似乎有所触动，还偷偷地瞄了我
一眼。

更没想到的是放学前，他竟塞给我
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是真的吗？我
告诉你我的秘密好吗？你会在班上讲
吗？”一连三个大大的问号，深深地牵动
了我的心，看着这张小小的纸条，我萌生
了一个念头。

我又给他回了一张便利贴：“就用这
个来倾诉你的秘密吧。”随赠一本便利

贴，还有一个可爱的笑脸。就这样，我们
每天在便利贴上交流，分享着他的快乐、
他的烦恼。渐渐地，他不再像一只刺猬，
愿意跟人说话了。每当见到我时，他会
抛给我一个会心的微笑。

这还远远不够，我必须让他真正地
融入班级这个大集体中。

恰好，这次的品社课内容是《生活在
集体中》。我在课上让大家夸夸他的优
点，一开始全班学生都不以为然：“他有
什么优点？”

我一边发便利贴，一边说：“他的优
点你们都没发现，再好好找找。把他的
优点写在便利贴上，贴在他的品社书上，
好不好？”一阵议论之后，有的学生开始
动脑子了。

“你力气大，为班级出了很多力气。”
“语文老师说你爱发言了。”“你的声音响

亮，特别好听。”……慢慢地，他的书上便
利贴越来越多。

看见同学们对他的肯定，他激动无
比，快乐地写道：“我只觉得今天的天是
那么蓝，风是那么可爱。看见这么多便
利贴，我的心里充满了幸福。原来，老
师、同学们都喜欢我。”他因此变得谦虚
了，也学会礼让同学了。

心病还需心药医。我经常联系他的
父母，让他们多打电话回家关心孩子；
也鼓励他与其他同学交往，多参加班级
活动。渐渐地，他的变化越来越大，脸
上出现了灿烂的阳光。在最近一次递
给我的便利贴
上，他写道：“我
喜欢和大家在
一起，那种感觉
真好。”

情 感 在 便
利贴上流淌，心
灵的成长还在
继续……

情感便利贴

可能，人工智能比人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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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市吴宁一校语文教师周晓峰，从2004年开始
指导学生写童诗，创办《小雨点》诗刊，刊印70多期，
2000多首童诗。“小孩子天生就是诗人，我们语文教师
有责任去激发学生潜在的创作天分，让学生写下心中
生活的诗。”周晓峰幸福满满地说。图为课间周晓峰和
学生们一起分享童诗。

（本报通讯员 金丽丹 摄）

让孩子写出心中的诗让孩子写出心中的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