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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论

划清惩戒与体罚的界限

教育部日前公布了《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并明确自今年3月1日起施行。

教育惩戒的目的是让学生对自己的过失有足够的

认识，并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用中医之说比喻教育惩

戒，就是扶正祛邪。惩戒在道德教育中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没有惩戒教育，学生无法懂得真正面对错误，无法

懂得自己应负的责任，无法懂得为承担这样的责任而付

出代价。而体罚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通过某

种手段和方法对学生的身体进行惩罚，并造成学生身心

健康损害的侵权行为。它包括体罚和变相体罚，即“体

罚”与“心罚”。

惩戒与体罚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惩戒是一种教育

方法，是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过程中必须接受的一种教育

方式；体罚则以治人为出发点，对学生的身心进行处罚，

往往损害受罚者的身心健康。学校、教师只有划清惩戒

与体罚的界限，才能让教育惩戒在学生管理方面发挥更

大的作用，彻底消除体罚学生的现象。同时，必须把惩

戒教育和赏识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让惩戒教育和赏识

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肖三杏
来源：湖南教育新闻网

弥补保育人才缺口刻不容缓

“幼师和保育员缺口超过300万人”，这一话题日前

冲上了微博热搜。西南大学一份研究报告预测，2019

年，学前教育阶段因“全面二孩”政策新增近600万名适

龄幼儿。到今年，幼儿园缺少的教师和保育员将超过

300万人。

办好学前教育，意义重大。然而，幼儿园教师总体

收入偏低，缺乏职业荣誉感，工作压力大，导致不少人离

职转行，也难以吸引高水平的专业人才加入。加上现在

幼师培养体系不健全，给人造成了低门槛、低收入、责任

心不强等负面印象。

针对幼师收入与付出不平衡而导致的人才短缺，我

们应当及时行动，亡羊补牢。全社会要高度重视幼教工

作，尽早将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加大学前教育

财政投入；采取有效措施在吸纳人才上狠下功夫，全面

提高幼师薪资待遇与社会地位；通过增设幼儿保育专

业、公费培养乡村幼师、定向培养师范生等多种方式来

拓宽师资培养途径，加强对幼儿园从业人员的培养和培

训，提高幼师的专业水平及责任意识。

同时，还要探索推进幼师“正高”职称评定，健全职

称层级，激发幼师的工作热情及职业荣誉感，打通幼师

职业发展通道，逐步增加幼教工作的含金量与吸引力，

从而吸引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加入幼教队伍，补

足人才短板，纾解幼教困境，促进幼教事业高质量发展，

让家长放心，让社会安心。

@斯涵涵
来源：云南网

行动起来，
填平老人的“数字鸿沟”

电子支付、上网挂号、微信聊天……如今，互联网正

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而由此带来的信息落差也让

老人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数字鸿沟”，一些

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人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弱势群体，

遭遇了边缘化。

科技改变生活势不可当。年轻一代在追随科技潮

流的时候，请一定要关心一下身边的长辈。因此，山东

女大学生“手绘智能手机说明书教奶奶”的视频才会刷

爆网络，引得网友纷纷点赞。又如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

通信工程学院青年教师张佳鑫发起的“夕阳再晨”科技

助老项目，教会老人使用简单的网络工具，这些做法都

值得推广。

眼下，又到放寒假的时间了。放假之际，正是反哺

之时，大学生要积极行动起来，让老人跟上时代步伐，共

享科技红利。可以帮助家里的老人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也可以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为老人普及智能产品使用知

识提供有效的指导。

@王红峰
来源：长江网

倡导就地过年
更要关爱留守儿童

因疫情防控形势的需要，各地都在倡导外地职工就

地过年。家长们就地过年了，留守儿童的春节如何过？

疫情之下的就地过年，更需要考虑父母和子女的

感受。有关部门应该更多地去关注留守儿童，让父母

不回家的春节也能热热闹闹。镇村干部、社区干部要

教会留守家庭的老人使用手机、电脑视频通话，让留守

儿童在春节期间多与父母远程见面谈心。对于家里没

有电脑和网络的留守儿童，有关部门应该组织他们统

一到有网络的地方，与远方的父母视频会面；而对于留

守儿童较为集中的村，应该建立儿童活动中心，开展读

书活动、娱乐活动，让他们在集体活动中学会团结友

爱，感受春节的快乐。

父母就地过年，不能让留守儿童寂寞，这是社会的

职责。父母不回家，团圆要多些网上见。

@郭元鹏
来源：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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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玄同

时下，各种排行榜层出不穷。

如今，“毕业生薪酬榜”又来撩拨大学生的情绪，

尤其是这个近18万元的起薪，让已经工作的学生开

始焦虑：为何差距这么大？要跳槽么？也让正在找工

作的学生产生质疑：工资开得这么低？那我再找找。

自嘲“拖了后腿”的大学生，其实不必妄自菲薄，

谁认真谁就“输”了。中国这么大，不同地域，不同学

校，不同专业，学生自身的差异，所处行业、岗位的不

同等因素，都会导致呈现出不同的薪酬水平。过度

纠结于一个起薪数据，并不明智。

爱因斯坦说过，“在学校和生活中，工作的最重

要的动力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

趣，以及对这个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尽管听起

来有点像鸡汤，但一份工作对于一个人的全部意义，

确实要远远大于月末出现在银行卡上的那个数字。

无论是已经就业的，还是即将就业的大学生们，

要明白职场没有捷径，不可能一帆风顺，总要遇到这

样那样的难题，化解这样那样的矛盾，我们会焦虑，

会自我怀疑，类似“起薪 18 万元”等真假参半的声

音，可能会成为压倒我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既为年轻人，又身处这个机遇多多的时代，未来

会有无限种可能。因此，大学生们，多一些自信和淡定

吧，不要太在意一时的薪酬待遇，要相信在工作过程

中，足够努力、足够优秀的人，总会得到应有的回馈。

□张建国

在平常的一些评课活动中，总能

看到这样的场面，教师讲完课，到了说

不足、提意见的环节，大家都是“唱赞

歌”了事。弄到最后，评课活动沦为走

过场。

评课是中小学教师经常参加的重

要教研活动形式。通过评课，不但可

以有效检测教师参加听课的情况，让

上课教师汲取众人智慧，而且能够促

进参加活动的教师学会观察、思考与

交流，不断提升语言表达、教学研究、

逻辑思维等多方面的能力。因此，在

各级各类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或学术团

体组织的教研活动中，往往有听课必

有评课，听课与评课可谓形影不离、密

不可分。

但这种唱赞歌式的评课，根本没

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究其原因，主

要有三条：一是部分教师在评课时，

首先关注、考虑、顾忌的是执教教师

的面子和感受，唯恐自己的“出言不

逊”，影响到自己与执教教师之间的

关系；二是唱赞歌式的评课，容易被

执教教师接受，也不至于遇见被反驳

的情况；三是“唱赞歌”不需要动多少

脑筋，还容易营造一团和气、其乐融

融的氛围。

教师评课习惯、满足于或者说只

能够“唱赞歌”，完全远离了评课的根

本宗旨，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消极作

用，绝不可置若罔闻、等闲视之。我们

每一位教育教学工作者，都应该站在

对教育负责、对学校负责、对教师负

责、对学生负责的高度，齐心协力打好

“组合拳”，让教师评课回归到正常发

展的轨道上来，彰显本色，发挥功效，

成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生产力。

作为教育教学研究活动的组织

者，需要率先垂范。组织者的站位、情

绪、态度等，对所有参与听课、评课活

动教师的影响，无疑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组织者需要善于抛砖引玉，激发

大家真观察、真思考、真倾听、真评课

的欲望。这就意味着，组织者决不能

只是“组织”一下而已，应该同为评课

者，而且需有一身过硬的本领，能够说

真话、说行话。

作为教育教学研究活动的执教

者，需要虚心倾听。教师执教汇报课、

研究课或其他类型的课，需要付出艰

辛而又繁杂的劳动。课上完了，希望

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大家的肯定，这

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要想真进步、

真提升、真飞跃，就应该态度诚恳地渴

望得到大家的不同意见，甚至是批

评。执教者闻过则喜，就能克服不足，

持续取得进步。

作为教育教学研究活动的评课

者，需要坦荡无私。“君子坦荡荡，小人

长戚戚。”“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

评。”评课者做“君子”，成为执教者专

业发展道路上的“诤友”，不仅帮助了

执教者，赢得了其他评课教师的尊重，

也倒逼自己认真听课、学会评课，奉献

出货真价实的智慧。这样一来，听、评

课者很自然地形成了学习共同体，一

起收获真成果、实现真提高。

近段时间，包括四川大学、南京大学在内的国内多所名校陆续发布了2020届毕业生
就业质量报告，各高校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也随之公布。其中，有关“南京大学毕业生平均
年薪近18万元”的话题，一时间引发公众热议。

如何看待毕业生薪酬榜？

□李 平

一石激起千层浪。南京大学 2020 届被调查毕

业生中，平均薪酬为每年17.83万元，和2019年的年

薪均值相比，上涨3.21万元。这牵动了方方面面的

神经。

刚刚过去的2020 年并不太平，年初疫情暴发，

诸多行业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部分高校的毕业

生就业工作几近停滞，虽然后面情势逐渐好转，但大

学生就业形势仍难言乐观。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高校“晒”出的毕业生

高起薪不免让人陷入迷茫。即便是在南京大学，不

少应届毕业生也直言“产生了深深的职业挫败感”，

因为他们拿到的没那么多，被平均了，拖了平均薪

酬的后腿。还有网友留言称，“自己 985 大学毕业

好多年了，还没有达到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酬，真

是惭愧啊！”

事实上，南京大学就业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自

己也承认，被调查毕业生的有效样本仅为3709个。

这意味着被调查的毕业生人数只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45%左右，不到五成。况且，部分毕业生未反馈薪酬

数据，只是部分高薪酬的毕业生主动填写了数据。

很显然，这样的数据是没有说服力的。

更何况，按照专业人士的说法，简单以平均薪资

为统计维度衡量一所高校应届生的薪资水平是有明

显缺陷的。除了薪资水平，还需将薪资的增长率、职

业的竞争力和晋升空间等影响因子纳入到薪资指数

计算中，以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不得不说，这样的毕业生起薪数据，不仅起不到

任何参考价值，而且会产生副作用，如抬高大学生对

薪酬的期待，加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让高校就业部

门倍感压力等。因此，相关部门出台毕业生薪酬报

告必须要慎重，要客观真实地反映大学生的就业实

际情况，不能拿“起薪高”的噱头来给自己贴金。

□程振伟

不管南京大学被调查

毕业生自问自答式的平均

年薪近18万元是否属实，

在就业质量报告中过度突

出毕业生起薪并不足取。

毕业生就业质量高

低，关键是看所从事行业

工作与自身的匹配度。好

前途其实比高起薪更加重

要，有些工作起薪未必高，

但更适合个人发展，那就

是好工作。因此，突出“起

薪”一项，没有太大意义。

更 何 况 ，比 薪 酬 高

低，对那些愿意去中西部

或偏远乡村的毕业生不

是很尊重，对这类毕业生

较 多 的 高 校 也 不 公 平 。

我们倡导大学毕业生响

应国家的号召，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

高校的根本使命是立德树人。一所

大学培养的学生，其水平能力、综合素养

怎么样，不能缩小到只看薪酬数字。毕

业生的就业质量，说到底要体现出毕业

生为社会创造的价值。我们也要看到一

些岗位虽然薪酬回报不高，但为社会创

造的价值却是巨大的。

毫不客气地说，一味拿毕业生起薪

多高做文章，甚至暗示“起薪有多高，学

校有多好”，是一些高校急功近利的政绩

观在作祟。实际上，起薪数据“注水”、就

业率造假等问题也并不少见，类似“年薪

近18万元”等，看过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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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数据缺乏说服力

谁认真谁就“输”了

教师评课不能总是“唱赞歌”

一票难求

有媒体调查发现，当体育被纳入中考并逐渐成为
趋势后，体育培训市场日趋火爆。一些体育训练场地
一票难求，“黄牛”也伺机而动，原价150元1小时的
周末网球场地，可以转手卖到280元的高价。体育中
考焦虑之下，不少家长加码孩子的体育培训。用“依
考定学”“依考定练”的简单思维定式来应对体育中
考，有悖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更是对“体育入中高
考”的误读。

（鲁一生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