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平

因 为 点 开 了 家 长 发 来 的

88.88 元的微信红包，回赠但对

方未收，而被家长截图举报，广

东连州的这位班主任张老师因

此受到处分。

这一次，同样是面对“教师

收礼”这一敏感事件，网友们却

并未炮轰“收礼”的张老师，反而

一边倒地为其喊冤。笔者以为，

原因有三。

其一，出于对教师“难做”的

“心有戚戚焉”。就拿这位涉事家

长来说，究竟什么仇什么怨，让他

以这样拙劣的手段，置孩子的班

主任于如此尴尬的境地？事情起

因于换座位，明明知道自己的孩

子个子高，非要换到前排，本来就

是无理要求；没有达到目的，还要

不依不饶，反复打电话、发短信纠

缠，给张老师的正常教学带来极

大干扰。说白了，是求照顾而不

得之后的一种恼羞成怒。

现实中，类似家长要求多给自

家孩子“特殊”照顾的例子还少

吗？可以说有千千万万个张老师、

李老师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和

龃龉。难怪有人感叹，当个好老师

就像当清官一样困难。一些家长

的蛮不讲理、翻脸无情，让教师们

常常感到如履薄冰、左右为难。

其二，从报道来看，张老师是

在大年初一，收到对方发来的微

信红包，不点开显得不近人情，点

开之后，随即回赠了额度更大的，

以示礼尚往来。如是观之，张老

师显然是“被收礼”了，而且还被

挖坑了，怎会不让人愤慨？

其三，人与人之间交往，信任

是前提，家校关系也是如此。教

师不是圣人，难免会出一些纰漏，

何况还有类似红包举报、随身携

带录音笔这样别有用心的挖坑、

设计，令人防不胜防。在缺乏信

任的环境下，哪怕任何一点分歧

都会被上纲上线、无限放大。我

们肯定不愿意看到，教师、家长之

间演变成敌我关系，小心谨慎、互

相提防、信任坍塌，这样一来，最

终受害的还是孩子。

也许有人会说，身正不怕影

子斜，教师只要做到时刻注意言

行、坚守底线，就不怕被诋毁、诬

陷。但在“套路”不断的现实里，

我们也有必要对教师群体少一些

苛责，多一些体谅，真正营造起尊

师重教的氛围，构建起教师被理

解、家长被尊重、孩子被关注的家

校关系，才能让教育走上良性发

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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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日前报道，广东连州的一位班主任张老师收到学生家长发来的88.88元的微信红包，马上回赠

90元红包，家长没领取，并进行举报。该市教育局认定张老师未归还红包，未向组织汇报并交由组织处理，虽

然免予纪律处分，但仍作出给予其诫勉处理的决定，“红包涉及的金额虽小，但性质还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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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题
何必故弄玄虚

“下面这道题是李奶奶给小林出的
一道题，请你帮小林回答奶奶：一艘船
上有26只绵羊和10只山羊，船上船长
几岁？”这是今年四川南充顺庆区小学
五年级的期末数学试卷，网友们面对此
题基本都是一脸茫然，不知该如何作
答。题目说到底是对学生平时所学知
识的考察和检验，何必一味故弄玄虚、
哗众取宠。

（王 铎 绘）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国标》传递什么价值

日前，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以下简称《国标》），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有了首个国家

标准。《国标》以学生为中心，专门增加了“学生发展”的章节，

其中“招生”方面提出“关注学生群体的多元性”，“毕业和就

业”方面则提出“就业平均率”等内容。（1月31日《新京报》）

《国标》传递的价值将扭转“严进宽出”的尴尬现状。从报

道中不难看出，《国标》不仅涵盖了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

全部92个本科专业类别，而且从专业范围、培养目标、培养规

格、师资队伍、教学条件等八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甚至还

给不少专业设定了具体的量化指标。这一系列务实的举措，

既为各高校改进教育质量提供了遵循，也有助于促使学生提

升对学业的价值认同。

教育不仅是知识、经验、技能的传授，也是文化认同的塑

造、价值追求的引导。《国标》的初衷，在于倒逼大学生将更多

时间和精力放到学习上，提升专业能力，涵养综合素质，实现

多元化、个性化发展，从而更好地完成学业。更为关键的是，

《国标》突出以学生为中心，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潜能，

真正实现了从“教得好”向“学得好”转变，为那些喜欢得过且

过、热衷投机取巧的大学生敲响了警钟。

@丁恒情
来源：红辣椒评论

不能任由“重点班”大行其道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4名

受访者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75.2%的受访者身边的初中学

校有“实验班”“尖子班”等变相重点班，47.7%的受访者不支

持义务教育阶段划分重点班。

前不久，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在保障

学生平等权益方面明确规定要实行均衡编班，不分重点班与

非重点班。但现实中，以实验班和普通班、尖子班和基础班等

方式变相区分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的情况依然存在。各色名目

的班虽然没有冠以重点之名，但却是在行选拔优秀学生、组建

重点班之实。

变相重点班隐潜于义务教育，折射出一种畸形的学校发

展观和教育管理观。应通过普及义务教育法、强化家校沟通

和家长教育等，让义务教育的“普惠”“公平”“优质均衡”“全面

发展”“综合素养”等关键词深入人心，让全社会都形成正确的

义务教育观和素质教育理念，从源头上遏制变相重点班的滋

生蔓延。

引入第三方办学行为评价机制，让义务教育学校实现管

办评分离，让专业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监督，让学生对学

校的办学管理拥有监督权和发言权。对于出现变相重点班等

违规办学行为的，不仅要在校长考核评价、学校办学评估、政

府教育发展考核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估中实行一票否

决，更要深挖根源、查清原因，对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从根本

上让变相重点班淡出义务教育。

@许朝军
来源：搜狐

莫让早教机构
绑架了孩子的成长

近年来，由于需求旺盛，早期教育机构呈爆发式增长态

势，其中乱象丛生。部分早教机构生意靠加盟，无须任何培训

或资质，只要投资几万元就可加盟；客源靠买卖，通过招生代

理“购买”生源；上课靠忽悠，广告内容与实际课程脱节，招生

时随意承诺，合同语义模糊，缴费后立马变脸。（1月28日新华

社）

早教市场如此火爆，一方面反映了家长“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的焦虑心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早教机构敏锐的市场

攻势，他们抓住了家长的心理，瞄准了家长的钱袋，其虚假的

宣传、不着边际的承诺，令家长们不得不就范。

家长们需认识到，早教并非“早一点教”。早教的核心在

于培养孩子学习的兴趣、对事物的好奇心、良好的行为习惯、

丰富的情感和对周围人文与自然环境的正确态度，不是给孩

子灌输各种知识或者培养某项技能。过早地给孩子的能力贴

标签或者进行不必要的培训，让其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必

然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压力，不仅起不到开发潜能的作用，反

而会让孩子失去快乐的童年，逐步产生厌学情绪，从而导致亲

子关系紧张。

家长对孩子学习兴趣、好奇心、良好行为习惯的培养以及

丰富情感、审美情趣的陶冶，并非一定要依托早教机构，家庭

教育完全能担此重任。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其言传身

教和榜样示范作用会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会影

响孩子的一生。

@王 营
来源：蒲公英评论

别把“爱情课”来迟了当笑谈
一些大学开起“爱情课”，都还算是新闻；那么，给中学生开

“爱情课”呢？近日，南京市政协委员侯小东带到该市两会上的

一份提案建议，加强中学生的爱情观教育，多增加一些爱情相

关的课程。他的建议也引起了家长、教师和学生们的热议。有

位高三学生便坦言，这种课程放在初一初二才比较合适。

一边是政协委员建议中学里增设“爱情课”，而另一边却

是高中生说这样的教育似乎有点“来迟了”，二者归结到一起，

映射出当前情感方面教育远远跟不上学生的认知发展的现实

情况。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给中学生开设“爱情课”，

并非赶时髦、求热点，而是确凿应成为完善学校教育的一道时

代命题。

别把爱情课来迟了当作笑谈。专家学者屡有提示，到了

中学阶段，随着生理和心理发育高峰期的到来，学生们对爱的

理解范围更加扩大，异性之间朦胧的好感会渐渐产生。中学

生对爱情的理解以及自身爱的能力都有很大的欠缺，必须让

学生深刻理解爱的责任和担当。所以，多一点正确的爱情观

教育，可以引导学生理性对待异性同学间的交往，顺利度过爱

已萌芽的青春期。

@司马童
来源：光明网

□梁 好

广东连州一小学教师因收受

家长微信红包而被当地教育部门

处分的消息，近日受到网友广泛

关注。

也许有人要说，家长先发红

包，再行举报，这是显而易见的

挖坑，有意想让教师难堪，教师

是被“套路”了。但即便如此，教

师也难辞其咎。试问，教师面对

家长的红包为何要点开？退回家

长的红包没被领取，为什么没有

通过其他形式退还或及时向组织

说明情况，以规避个人风险？教

师的无视与疏忽，从一定层面上

折射出其自我约束不够、规则意

识不强。

2014 年，教育部下发《严禁

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

礼金等行为的规定》的通知，明

确规定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

接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

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等财

物。这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明文

规定，也是教师要具备的最起码

的常识与意识。

作为社会公共服务的教育事

业，公益性是其基本属性，教师是

提供教育服务的专业人员，其履行

的是教育公共服务职责。家长与

学生是教师的服务对象，教师收受

服务对象的财物，无论金额大小，

都违反了社会公德，也是教师以公

共身份捞取私人利益的体现。

教育是神圣的职业，教师既

然选择了教育事业，就应当坦然

接受清贫，至少要守住底线，不借

职务上的便利，捞取一定利益。

教育一旦掺杂了金钱与利益，也

就变了味，意味着教师不仅不能

保证一如既往地跟随自己的内

心，很好地教书育人，还极有可能

“踩红线”、栽跟头。

其实，无论是严厉的法律，还

是社会公共道德，都是外在的力

量，教师如若不能从内心深处产

生强烈的职业认同，以教师职业

道德规则严格约束自己、要求自

己、规范自己，就必然让教育蒙上

世俗之气，也让自己变得俗不可

耐，更为严重的还有可能被利益

蒙蔽，做出有违教师形象的事来。

勿以恶小而为之。红包再

小，也是利益，利益再小，也有可

能改变心性。古往今来的贪官污

吏，很多就是由小到大，从小利益

走向大腐败，以至于贪腐成性，走

上不归之路。而作为教师，用公

共教育权力换取利益的行为，同

样是侵蚀灵魂的自灭之举。

严于律己才能风清气正，恪

守底线才能一身轻松。教师要时

刻保持内心的警醒，不忘身份，

牢记使命，以高尚的情操无愧于

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用自己的

高雅品格，润物无声地影响每一

名学生。

被“套路”折射师德修养不够

替教师喊冤为哪般

□谌 涛

近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

室的“课题撤项通知”，对2012年度

逾期未结题的52项全国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进行了撤项处理。据了

解，单位负责人挂名课题研究主持

人，因精力不济、专业不内行等而导

致课题未能完成研究任务是其中一

个原因。其实，学校领导挂名课题

主持人的现象，在中小学课题研究

中也较为普遍。

教育科研工作是一件非常细

致艰苦的工作，要投入大量时间和

精力。而作为学校负责人，行政事

务繁多，很难专心投入到课题研究

中，再则学校领导也不是全才和通

才，有些课题自己根本不懂，也难

以对具体课题进行指导，虽然挂了

名，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却并没有

怎么参与，也没作出太多实际贡

献。这不仅不利于培养良好的学

术风气和脚踏实地的研究精神，还

将影响研究人员的积极性，不利于

学校科研人才脱颖而出，其实质是

一种学术腐败。

中小学课题研究中领导挂名现

象的长期存在，是多方面原因“共

振”的结果。从课题申报教师的角

度看，领导挂名能提高课题申报的

成功率，有些教师甚至会主动给学

校领导让出课题主持人的位置。

从课题立项评审来看，课题研

究需要诸多的保障条件，学校领导

往往掌握着较多的资源。如果课题

主持人是学校领导，课题研究实施

起来就比较方便，预期目标实现的

可能性也就提高了。

而学校领导在挂名课题主持人

上则大多采取默许的态度，毕竟在

发表研究论文、申报研究成果时，主

持人所占的分量确实最重，能成为

其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依

据。而且挂名课题主持人极具隐蔽

性，在当前中小学课题立项评审、成

果鉴定中很难被发现，因而这种坐

享其成的做法风险很小。

笔者以为，要改变这种状况，就

必须打破这种“共振”。首先，要严

格课题立项条件，申报课题时，主持

人必须有属于自己的先期研究成

果，严格审核课题申报主持人的实

际能力和条件。还应设定学校领导

作为主持人的课题在通过立项的重

点课题和一般课题中所占的最高比

重，给一线普通教师预留空间。

其次，引入课题主持人答辩和

异地专家评审制度。课题申报立

项、课题成果评审和评奖，课题主持

人必须亲自接受答辩，发现空挂名

的应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并拉入课

题申报“黑名单”。建异地专家库，

评审时根据需要随机选择，并对专

家库成员严格保密，用制度阻断评

审对象与评审专家之间可能的联系

和接触，确保专家不受外来干扰，做

出公平公正的评价。

再次，学校负责人应该提高学

术自觉，为教师的发展创造条件。

本校教师立项的课题申报与实施，

无论自己是否是课题负责人，都应

予以公平公正的对待，并为其实施

提供保障条件。

只有在制度上加以规范，中小

学课题研究才能正本清源、实至名

归，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课题“被挂名”现象当休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