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平

眼看高考临近，考生最后的冲

刺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为让学生

再多学一点，有些学校和教师真是

拼了——

有扮小熊跳舞给学生减压的，

有站上讲桌为学生早读加油打气

的，有清晨5：20倚墙而睡等学生起

床的……可谓用心良苦。而河南焦

作的这所高中，不仅将晚上的学习

时间延长，还让班主任直接住到学

生宿舍里，以便随时解答学生提出

的问题。

为了监督学生抓紧最后的时间

争分夺秒地学习，以取得更为理想的

成绩，就让班主任陪寝，全天候跟学

生“捆绑”在一起。也许从学校和班

主任的角度出发，陪寝制度是“出于

关爱”；但从学生的角度而言，却可能

是“监视”和“施压”。考前本就容易

紧张，家庭、学校和自己所给的种种

压力，又会加重考生们的焦虑情绪。

高考是一场“大考”，不仅仅考

查文化知识水平，还是对学生身体

素质、心理素质等的全面检验。几

乎每年，都会有考生因为承受不住

压力而弃考。教师像保姆一样地管

着他们的话，不利于学生的自我管

理，如让自己保持冷静、保持自信、

保持专注等。

考前冲刺阶段，还这样没日没

夜、连轴转地恶补，能有多少实际的

意义？这个阶段，教师最应该做的

就是引导学生注意劳逸结合、调整

心态，把焦虑和对考试的恐惧心理

降到最低，以最好的状态去应考。

高三教师普遍都比较辛苦，尤

其是班主任，他们每天身兼数“职”，

何况现在还处于疫情防控期间，有

测温登记等一大堆工作要做。任务

如此繁重的一天之后，还要进宿舍

陪寝，他们什么时候才有喘息之机

呢？恐怕也是在以透支身体为代

价吧。

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说过：

“一个人能不能成才，基本上不取决

于名师名校，而是取决于自己。”捆

绑式陪寝还是算了！无论对班主

任还是对学生，都有必要适度松

绑，同时有必要给予学生更多的信

任，相信他们能够管好自己，最终

决胜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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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澎湃新闻报道，离高考不足半月，河南焦作一所中学高三学生上完晚自习，回

宿舍后继续学习。为此，学校推出陪寝制度，让高三教师也入住学生宿舍，称此举既能

辅导功课，也可疏导学生情绪。

□李 建

今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也

使高考因此延期一个月。随着高考

日趋临近，高三学子们如今正紧张

备考，作最后的冲刺。

在这样的特殊时刻，考生难免

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慌、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像河南焦作那所高中

一样，实行高三班主任陪寝制，确实

是个好办法。班主任和学生吃住在

一起，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学生的真

实想法，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思

想指导。班主任有了陪寝的机会，

便于用自己的耐心、细心、爱心和智

慧，化解学生的焦虑、烦躁，鼓励他

们放下思想包袱，轻松上阵。

受疫情影响，今年春季开学时

间有不同程度的延迟。对考生来

说，这无疑是一个很不利的因素。

虽然实施了“停课不停学”，但比起

课堂教学，网上授课的效果肯定是

打了折扣。因此，返校后的每一天、

每一堂课都很宝贵，考生们肯定想

抓住更多的时间、机会多学一点。

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有班主任一

直相伴左右，给学生鼓劲加油，带

他们查漏补缺，可以确保“问题不

过夜”。

从学校管理角度说，班主任陪

寝是将管理的端口前移，把管理的

触角延伸到学生宿舍，不留下任何

管理的死角。每年高考前夕，总有

一些学生因为情绪焦躁而发生各种

意外，对正常复习和高考产生负面

影响。有班主任随时“盯”着，不仅

能够督促学生按时就寝、按时起床，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

还能及时发现各项问题，化解学生

宿舍的突发矛盾和纠纷。

今年，各学校针对高三学生，推

出一系列的暖心举措。比如，为学

生发放写满老师贴心嘱咐的暖心礼

物；学弟学妹用心创作一幅幅绘画

作品，为考生加油打气等。这些与

班主任陪寝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

是为了确保考生健康、安全，让他们

放松心情，调整心态，在考场上发挥

出自己的真实水平。

高考前夕，班主任多给学生一

些陪伴，不单单能够在学业上多一

些辅导，更让学生有一种情感上的

依靠。今年的高考，因为疫情变得

更加特殊，而教师的陪伴和坚守则

是最为长情的告白。

陪伴是最为长情的告白

捆绑式陪寝还是算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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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岂能定制？
近日媒体报道，本该由教师根据教学大纲和

学生实际精心设计的教案，却可以在网上花钱找
人代写，享受“量身定制”服务。在百度搜索框
中，打出“教案代写”，轻敲回车，瞬间就能找到近
200万条相关结果。而月销数千单、零差评的网
店不在少数。教师如果连教案都不愿写，谈何高
质量的教学？

（王 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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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彪

“互联网+”进入课堂内外，手机

平板代替作业本，中小学生用App

写作业渐成常态。

相比传统的纸质作业，用App

布置作业有助于提高教师批改作业、

评价和反馈的效率，尤其让英语、语

文等语言类科目的学习更生动有趣，

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学生的薄弱

知识点，其优势不言而喻。但凡事有

两面性，如果过度依赖App，其负面

效应也不容小觑。

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近几年的

热门话题。对此，教育部及各地教育

部门出台了不少规定和措施，限制中

小学生的书面作业量。但正所谓“上

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学校和教师

便由布置纸质作业改用App布置作

业，其还逐渐演变成为“题海战术”的

载体，家长们如同助教一般与作业捆

绑，甚至出现了“父母一加班，孩子做

不了作业”的荒诞现象。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这并没有减

轻课业负担，长期用App写作业，还

意味着需要近距离长时间地盯着小

屏幕，无疑对学生的健康有害，会进

一步加剧学生的近视。正如媒体报

道指出：受疫情影响，中小学生日均

户外活动量下降、电子产品使用过

度、体育锻炼时间减少等问题依然突

出，体重超重和肥胖现象增多，一些

地区和学校的学生近视率上升。

事实上，早在2018年8月，教育

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的《综合防控儿

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中就明确，

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时长原则上

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30%，原则上采

用纸质作业。而就在近日，浙江省教

育厅印发《关于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的

通知》。其中提到，中小学教学以线

下教学为主，小学阶段停止线上教学

和线上作业。中小学不得以App等

形式布置作业，幼儿园教学与活动不

使用电子产品。这不仅是为了增强

学生体质健康之举，也是让教育回归

本位。

从本质上来说，形形色色的作业

App，大部分是趋于市场利益的激

励，对固有教育方式的生硬改造，并

不是教学实践中自发生成的，因而不

一定符合教育的客观规律。正如有

专家分析，从视距视野等指标衡量，

纸质作业远比电子作业符合青少年

的用眼习惯；以对书写能力的训练来

说，纸质作业的效果也比电子作业好

得多；而从答题效率、适用性等角度

来考虑，许多作业App本身就很“难

用”，尤其是数理化等学科，公式、方

程式等信息输入还很不便。

所以，此番浙江叫停App布置

作业，线下教学中也要尽量控制电子

产品使用，目的是避免教育教学对其

的过度依赖。这不仅是为家长和学

生减负，也是为了学生的身体健康；

这不是否定“互联网+教育”的价值，

而是回归教育内在规律的纠偏之举，

值得各地借鉴。

禁用App布置作业，让教育回归本位

是时候建议“冒名顶替”入刑了

针对近日引发社会关注的山东“冒名顶替上学”问

题，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分组审议中，普遍建议在

刑法修改中写入相应罪名，并加大量刑标准，以立法保障

公民“前途的安全”。

近来，冒名顶替上学的事件接连曝光，引发了社会强

烈关注。冰山一角被揭开后，将顶替上学入刑的舆论呼声

异常强烈。此次刑法修正的窗口期，相关立法人士纷纷建

议写入相应的罪名，这种建议和调整及时且十分必要。

每个人的受教育权利须得到保障。然而，在现行的

法律条款中，涉及冒名顶替入学的犯罪，没有专门的条款

和罪名。东窗事发之后，被处分的往往也是相关工作人

员。至于那些冒名顶替者，尽管掠夺了他人上学的机会，

但是不用付出对等的法律代价。关于刑法，历来有社会

保障机制最后一道屏障的说法。涉及教育公平的重大议

题，更应该与时俱进，查遗补漏，对社会普遍关切的突出

问题及时回应。

事实上，针对替考问题，2015年刑法修正之际，就特

意增设了替考罪，有效地减少了相关的高考作弊现象。

相对于替考来说，顶替入学对被顶替者的伤害更加直接，

自然更有必要将它纳入到刑法的框架下，进行约束和惩

罚，保障每个学子的受教育权利。

@熊志
来源：长城网

安全不“放假”，快乐过暑假

随着学校陆续放暑假，学生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家

长乃至学校、社会最关切的头等大事。

维护孩子安全，家长是第一责任人。暑假是儿童安

全事故高发期，更需要家长们“打起十二分精神”，做到万

无一失。近日，各地接连发生儿童溺水、被遗忘车内致死

亡等悲剧，大多都是监护疏忽引起的，这些传统的暑期安

全问题，需要家长再三注意。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每一位

家长都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孩子的生命与健康。

学校、教育机构也要走到暑期安全防护的前台来。

暑假期间，孩子也会参加各类活动。此时，就需要学校、

培训机构格外留心。活动区域的安全措施到不到位、培

训机构的防疫举措周不周全等，都值得细化、落实、反复

确认。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更要把牢暑假安全、健康

之门。各地也出台了相关举措，比如为应对这个特殊的

暑假，上海市教委等部门联合发布了中小学生暑期安全

提示42条，防疫、防溺水、交通、旅行、娱乐、居家、心理

等方面，一个都没落下。

@木子
来源:东方网

论文查重不该成为一门生意

临近毕业季，毕业论文成了大学生离校前的最终大

考。有报道称，论文查重价格涨势凶猛，负担越来越重。

不少准毕业生直言“2月初120元，现在550元，翻倍地

涨”“买的时候480元，刚买完就涨到580元”。

论文重复率高低不仅关乎学术诚信和规范，还关系

到准毕业生能否如期毕业，以及能否顺利拿到学位证

书。不少准毕业生在提交论文前，都会选择网上销售的

“论文查重”服务，提前进行自费检测。如今，一些准毕业

生圈子更是流传着“一篇论文查四次”的金科玉律。

据了解，网上销售的很多查重产品都是不合法的。

而随着论文自查需求的不断上升，非法第三方平台及其

服务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平台自查

的安全性也堪忧。近年来论文被盗用或被他人抢先发表

的报道屡见不鲜，而事件调查结果大多将矛头指向这些

非法的第三方平台。

由此可见，论文查重已成了一门混乱的生意，必须引

起有关部门和高校的重视。鉴于此，学校应为学生争取

正规、合法的免费查重机会，并坚守底线，严查内鬼，断绝

查重背后的“生意经”，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

依法处理非法倒卖账号的平台，根治一下这个灰色产业。

@孔德淇
来源：天府评论

切莫把手机当“安抚神器”

近日，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

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许多家庭的孩子都养成了幼儿

时期就玩电子设备的习惯。

学龄前儿童心智不成熟，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通过

吵闹或搞一些小破坏，来获得家长的关注。很多父母为

了图方便，将平板或手机丢给孩子，让他们快速安静下

来。于是电子设备成了“安抚神器”。而在空闲时间，一

些家长也喜欢在孩子面前玩手机，忽视了孩子想要陪伴

的需求。长期耳濡目染下，孩子便养成了玩手机的习惯。

国家卫健委的调查结果显示，长时间或近距离盯着

手机、电脑和电视等电子屏幕，是低年龄段儿童近视问题

较突出的原因之一。武汉曾有一名4岁儿童每天抱着平

板玩4小时，近视达600度。英国伦敦大学的研究结果

也发现，孩子玩手机的时间越久，入睡就需要更长的时

间，白天更嗜睡。

所以，父母要多与孩子沟通交流，要合理控制他们的

上网时间，比如用奖励的办法，告诉孩子需要完成一定的

任务量才能玩手机。此外，家长还可以主动寻找一些早

教类的软件、益智游戏给孩子玩，让他们在玩乐中合理学

习和成长。当然，父母还需要约束好自己，谨防孩子“有

样学样”。

@王仁慧
来源：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