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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炬

但凡教师，没有不为头衔所累

的。对于头衔，教师可以说是既爱不

起来，又离不了。

教师头衔是由各级政府或专业组

织给予教师个体契合其自身综合素

养或某一方面突出表现的一种荣誉

性、专业性或奖励性的身份认定或符

号标签。头衔的设立为教师的职业

发展明确了目标，同时不同级别、不

同类型的头衔为教师的职业发展生

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然而，由于众多头衔的存在，使

得一些教师眼中只盯着头衔、心里只

想着头衔，做任何事情都着眼于获取

一定的头衔，为获得头衔而花费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甚至有些教师将头

衔视为自身追逐名利的有力工具。

头衔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上级或同

行的认可。头衔通常表现为各级各

类的政治荣誉证书、业务荣誉证书和

各部门颁发的荣誉证书，如优秀教

师、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师德标兵、劳

动模范、教学能手，或优质课、公开课

获奖证书等。这些证书多了，一般来

说，会越来越激励教师个人品质和教

学业绩的提升。

头衔的意义也不止于此，还与教

师的经济利益挂钩。因为，在传统的

职称评定中，每一类头衔都对应着相

应的分值。分值高者可以顺理成章地

晋级，否则，只能靠边站。教师晋级的

过程是伴随着拿证的过程。但每个证

都不好拿，拿起来都是“一把辛酸泪”。

追求头衔的背后是学校错位的评

价观，即所有的评比活动都是用头衔

说话，所有的事情都和头衔关联。比

如教师考勤和头衔挂钩，教师教学与

头衔挂钩，班级管理和头衔挂钩，业

务检查与头衔挂钩等，简直不胜枚

举。头衔成为学校管理教师的一把

“金钥匙”，时时讲，处处讲，事事讲，

因为头衔好抓、好量化、易评比。

如果一切都围绕头衔转，那么教

书育人肯定会变味。一旦教师们为

头衔而教，不是为立德树人而教，头

衔便被异化，成了无所不能的“妖

怪”，课堂教学反倒成了副产品。

不打破头衔的“包围圈”，教育之

路就只能越走越窄。要想解除头衔

的“紧箍咒”，就需要学校领导和各级

教育主管部门少拿头衔说事。当学

校和教师不再“唯头衔”，如教师职称

晋升不是看证书、看头衔，而是看课

堂教学实力、看教师综合素质，那么，

头衔就会回归本位。

当然，必要的头衔也是要有的。

头衔本身并没有错，关键要看如何去

用，如何发挥其价值。要走出“唯帽

子”的困境，回归教师发展的本原，营

造良好的育人环境，让教师通过实实

在在的教学成果，赢得家长和师生们

的高度认可。其实，这才是最大、最

好的“头衔”。

扶贫“土豆宴”是双赢模式

近日，位于四川成都的电子科技大学推出美

味原生态“土豆宴”，受到师生一致追捧，出现了排

队吃土豆的场景。（10月19日《北京青年报》）

从去年起，电子科技大学后勤保障部精准扶

贫，采购该校定点帮扶贫困村——甘孜藏族自治

州康定市甲根坝乡亚弄村的土豆。这不仅丰富了

师生的餐桌，而且保证了食材的安全，更是让村民

的收入得到了保障。6天时间里，该校两校区师生

一共吃掉了11.5吨土豆。

精准扶贫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社会文化发展等诸多方面，

可以说是一场时间紧、任务重的艰苦硬仗。高校

要协调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其中，更好地助力精准

扶贫，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

在这个过程中，高校不妨扮演“后备智囊团”

的角色，为政府、企业、乡镇合作社等建言献策，和

其他高校密切合作，充分发挥各个地区和学科研

究的优势，体现高校扶贫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李春雪
来源：红网

人工智能虽好
切莫滥用误用

在学校食堂吃饭不再刷饭卡，刷脸就可以支

付；上课对某个知识点一知半解，你迷茫的表情人

工智能微表情分析系统会自动识别，教师和家长

会及时知晓，系统也会推相应的知识点题库给你，

课后练习变成千人千面……这样的智慧校园在江

苏已经成为现实。（10月20日《扬子晚报》）

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教育教学与管理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需要明确的是，人工

智能在教育教学中广泛运用的根本目的是改进教

学，而非监控学生。教师和家长通过人工智能系

统时时监控学生，是对教育技术手段的滥用与误

用。尤其对于家长而言，时时监控的背后是对孩

子的不信任。而失去基本的信任，势必会造成亲

子关系的疏离。

教育技术变革对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作用不

容忽视，但技术终究是为人服务的，“以生为本”这

一基本的教育原则不容践踏。给学生以尊重，给

学生以信任，让其在自由的成长环境中不断获得

进步，才是教育的使命。人工智能虽好，切莫滥用

误用。

@梁 好
来源：蒲公英评论

以文凭取人要不得

近日，一条“非全日制研究生就业遭歧视”的

微博热搜引发许多人关注。有媒体报道称，不少

学生反映，有企业在招聘问答环节中直接明确回

复，“不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10月11日，澎湃

新闻网）

事实上，早在2016年，教育部就下发了《关于

统筹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的通知》，

明确了非全日制和全日制研究生的学历学位证书

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因此，不能因为

“非全日制”就否定一个人的努力，更不能就此否

定国家高等教育的成色。这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

要体现，也是重视人才的最直接表现。

再者说，文凭只能代表一个人学习到哪种程

度，而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能力水平，有没有真

才实干，工作岗位才是最好的“验金石”。简单粗

暴地以文凭给人才划分等级，认为“全日制”就是

真人才、有真本事，显然过于片面。

不管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政府机关，需要做

的就是以更加包容、更加公正的态度来对待每名

大学生，给他们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不是以各

种“门槛”加以拦堵。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围。

@陆仁忠
来源：天府评论

教育类App需精简

杭州一位小学班主任，最近在自己的微信朋

友圈发了一条信息，建议教育者应该多站在“家长

本位”思考问题，特别是在推荐做实验的App、英

语配音的App等方面，多做些减法。（10月10日

《都市快报》）

如今，家长的手机里都会有若干个教育类

App。一些用来接收通知，一些用来考勤签到，一

些用来提交作业，一些用来学习打卡，让家长们苦

恼不堪。诚然，合理地使用这些资源丰富的新媒

介，会让教育教学走在前面；但如果过度使用，就

会苦了学生、累了家长。

对此，相关职能部门应不断加大治理教育类

App乱象的力度，不能是个App就允许进入校

园，进入家长的手机。此外，还要推进行业管理，

统筹指导，引导教育类App合理配置、相互协调。

@何 磊
来源：桂声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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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名为“耗资670万元建了一座赝品博物馆”的文章，将刚开馆不久的重庆大
学博物馆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该网友在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该校博物馆部分馆藏
可能是赝品。虽然调查结果目前还未公布，但已有多位文博界专家表示，从曝光的照片
上看，情况并不乐观。

圆桌会圆桌会

□李 平

博物馆日益成为高校一项

重要的文化教育设施。在“博

物馆热”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

高校急着建博物馆，校友捐赠

也蔚然成风。由此引发的博物

馆赝品风波，确实引人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文

物局工作人员表示，重庆大学

博物馆未在该局报备审批，文

物局已就此事介入调查。原

来，按照相关规定，要建博物

馆，必须经过文物行政部门审

核，相关行政部门批准许可取

得法人资格。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藏品真伪还在其次，未经报

备审批就急吼吼开工筹建的工

程，本身就站不住脚。

一些学校为什么那么急于

上马博物馆工程？根子上也许

在于，要想建成“双一流”高校，

博物馆是其中的条件之一。于

是乎，在一些学校，博物馆彻底

沦为了围绕政绩工程的展览馆。

事实上，和一般的民间博

物馆相比，高校筹建博物馆更

需审慎，因为需要动用大笔的

学校资金，占用大量的公共资

源，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在

规划建设上，该遵守的法律法

规务必要遵守，该走的程序一

个都不能少。接受各类社会捐

赠，也必须以“验明正身”为前

提，该找权威机构鉴定的，一定

要好好鉴定，从而为博物馆的

成色兜底。

高校建立博物馆的确是件

好事，但不能急。如果只是简

单地起个建筑、放一批藏品就

万事大吉，一不小心办成赝品

博物馆，那还不如不办。

赝品风波，高校“伤”在哪里

□张 与

花 670 万 元 建 一 座 博 物

馆，里面满是赝品，让该校师

生心里很不好过。一名大二女

生就曾留言：“江上老师你好，

看了你的文章我很震惊，也觉

得很丢脸，不敢相信我们学校

的博物馆居然会是这个样子。

去问历史老师，老师回答‘别

人的批评是对的。你们以后一

定不能急功近利，要一步一个

脚印’。”

藏品作为博物馆的立身之

本，其品质和数量，直接关系到

高校博物馆的成色。目前，高

校博物馆的藏品主要还是来自

校友及其亲属、知名学者和社

会人士的捐赠。面对无偿捐

赠，一些高校习惯了“照单全

收”，缺乏必要的甄别环节，让

一些赝品得以浑水摸鱼。

赝品本意是以廉价的或以

假乱真的仿制品，冒充真品来

行骗，主要为了牟利。试想，当

大量赝品充斥高校博物馆，这

多尴尬。高校博物馆承担多项

职能，但其中首要的必然是育

人。而育人是一丝一毫都掺不

得假的，否则只会误人子弟，贻

害无穷。这不仅让学校声誉受

损，更加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近年来，一些大学为了排

名而患上了浮躁病。有教师为

迎合发论文数量要求而抄袭作

弊，有科研人员造假拿项目，这

些行为和高校建赝品博物馆的

性质何其相似！大学应当营造

真善美的氛围，应该高扬“明

德、亲民、至善”的精神，越是在

各种利益诱惑的当下，越要彰

显弘扬。

□杨朝清

同为知识的殿堂，高校和博

物馆经常被人们相提并论。博

物馆建设与发展的水平，反映了

高校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已

经成为一所高水平大学的重要

标志。一些别具特色的高校博

物馆，为学校赢得了良好的社会

声誉。

不同高校有不同的办学历

史、办学特色和文化底蕴，校园博

物馆不能千篇一律，而是应该千

姿百态。校园博物馆没有必要趋

之若鹜地追求珍贵文物与名人字

画，而是可以根据学校和学科、专

业的特色，来精准地收集藏品。

这样的藏品或许谈不上稀缺

与珍贵，却能够对师生及公众进

行文化和精神层面的熏陶。像以

财经见长的高校，可多收集一些

货币金融的藏品；以教师教育为

特色的师范大学，可多收集一些

校友的习作……说到底，一座博

物馆的价值内核，不应该以馆舍

面积、藏品数量来衡量，而是应该

以展览质量、公共教育服务水平，

以及是否真正为人们带来精神文

化的滋养为标准。

只要找准了角色定位，高校

博物馆藏品不足的难题或许可以

纾解。少一些跟风从众，多一些

“不走寻常路”，高校就能真正办

好博物馆并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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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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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建博物馆更需审慎

校园博物馆掺不得假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不唯头衔，给教师松绑

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注水实习”不可取

近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长达一年的考
研备战中，应届考生往往会面临实习与复习双
线作战的困境。当“考研期”与“大实习”狭路相
逢，不少学生表示会“找关系解决实习证明”。
实习是大学生涯不可或缺的环节，高校有必要
灵活安排实习时间，提供更为个性化的实习方
案，让学生跳出“注水实习”困局。

（王 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