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评论责任编辑：李 平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85
E-mail：jyxxb2@163.com 32023年10月10日 星期二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一线声音一线声音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新闻回顾 文具店一天卖出上百把，网店销量超10万……最近，一款热门玩具

“萝卜刀”在中小学生群体中大火。多家媒体报道，“萝卜刀”长相虽钝却能戳破水果，

用力可刺穿矿泉水瓶，攻击性动作易诱发孩子暴力倾向。因存在安全隐患，很多学校

禁止“萝卜刀”进校园。而一些网友认为，“萝卜刀”的伤害性不及圆规、铅笔，无需大

惊小怪。

▲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程振伟

日前，在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2023级本科新生“第一

堂思政课”活动上，该校党委

书记舒歌群在现场连做40个

花式俯卧撑，鼓励学生充分

利用学校的体育资源，放下

手机走出宿舍，加强体育锻

炼，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

高校党委书记在思政课

堂上“穿着西装、皮鞋就地做

俯卧撑”，是否违和？其实一

点也不，反而会让学生终生

难忘，并很可能切身践行，实

现入脑入心见行。让大学生

“亲耳听到”“亲眼看到”，以

至于内心震撼，身教重于言

教，效果何其大也。

如何身教？高校书记、

校长不少是学术大牛，不可

能花太多时间“和学生在一

起”，如此，注重身教的质量

特别是身教的细节很重要，

其中处于第一位的就是一个

“亲”字。

思政课上高校书记“就

地做花式俯卧撑”，和一般出

现在学术论坛等严肃、高端

场合的领导形象有些不一

样。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

国，和青年学生推心置腹似

聊天一样的开学典礼、毕业

典礼，一时爆火，正因一个

“亲”字。武汉工商学院院长

孔建益每年都会向新生公

布自己的手机号码。两年

多来，他一共回复学生的短

信两万多条，学生“早上起

床困难、上自习找座位难、

食堂饭菜口味不好”等，皆

为聊天话题。正是这样的

无所不聊，学生的各种习惯

好起来了，在学校感受到了

“家一般的温度”。高校育

人，除了让学生立大志、行

大业，还要有吃、喝、玩等方

面的细节关怀。

在高校教书育人，不可

端着。高校书记、校长在开

学典礼、毕业典礼中，擅长

用“网言网语”与学生聊天，

是育人；像兄长大姐一样走

到学生宿舍了解、体验、解

决学生生活起居问题，是育

人；希望学生多锻炼，那就

给学生秀一把自己的俯卧

撑绝技，走到学生中间拉近

距离，也是育人。少一些说

教，多一些以身作则，少一

些枯燥乏味，多一些亲和亲

近，让学生听到、看到、体会

到、践行到，这才是新时代育

人方式的主流。

●少一些说教，多一些以身作

则，少一些枯燥乏味，多一些亲和

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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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一个“亲”字很重要

□邓海建

近日，关于佛山市第三

中学的一份《经费自愿捐赠

倡议书》引发网友关注。该

倡议书称，“目前教育局对公

办学校的支持有限，经费严

重缺口……现在倡议大家表

表心意……这些捐款费用都

用在孩子们身上”。倡议书

最后还备注，“高三每班经费

缺口约两万元，平均每人

300~500元，希望所有家长

慷慨解囊”。

公办学校缺钱，叫人诧

异；家长募资助学，叫人费

解。好在，随后校方解释，

“教育经费紧张系误传”，家

委会发动家长自发捐款用于

学生活动，后被误读为学校

经费紧张，要求家长捐款。

谣言不足信，但这事还

是值得好好反思：家委会募

捐的谣言是如何流出的？

根据校方的说法，“自发

捐款”是真实的，只不过，所

借用的理由是失实的。这个

问题的实质是指向家委会募

捐乱象。家委会是建设依

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

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

度的重要内容，是发挥家长

作用、沟通家校联系的桥

梁。说得更直白一些，家委

会是家校之间的桥梁，既不

是出事之后的“背锅侠”，也

不 是 古 怪 决 策 的“ 测 试

官”。早在2012年，教育部

就发布了《关于建立中小学

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

意见》，明确规定家委会的

职责是参与学校管理、参与

教育工作，以及沟通学校与

家庭。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一

些学校家委会因缺乏边界感

“乱作为”而闹出的笑话真不

少。有“众筹送礼”的，有“天

价班费”的，也有提出不同意

见就会被家委会成员威胁踢

出群聊的……类似乱象，层

出不穷。比如，今年教师节

前夕，有网友在网络平台反

映，山西太原某知名民办中

学某班家委会拟为教师筹备

教师节礼物。网友发布的截

图信息显示，家委会拟筹备

礼物包括5套化妆品、2套男

士派克笔、7 束花，共 5000

余元。

家委会的“自发组织”，

很多时候有着“道德绑架”

或“隐性权力胁迫”的意

味。就像家长们说的，少数

家委会的“自发组织捐款”，

常给人以慷其他家长之慨

去送礼之感。用专家的话

说，“某些家委会虽然名为

家委会，但成为摆设、工具

或联谊会。所谓‘摆设’，即

在成立之后，该发挥的积极

作用没发挥出来；所谓‘工

具’，是帮校方处理一些他们

不便出面的事儿”。

家委会不是少数家长圈

层的“联谊会”，更不是献媚

校方的“资源会”。要防止

“好心办坏事”，就必须在程

序正义的范畴内，让大多

数 家 长 有 话 语 权 、监 督

权。目前来看，要想保障

家 委 会 真 正 发 挥 应 有 职

能，一是家委会成员必须

坚持民主选举，禁绝“拉郎

配”；二是家委会任何决策

必须先公开征询所有家长

的意见，严谨“单边决策”。

只有把家委会的权力装进

所有家长监督的笼子里，诸

般乱象才不会借着“家委

会”的牌子兴风作浪。

家委会募捐的谣言也是

警醒，提醒家委会的“操心”

永远不能越界。

家委会募捐的谣言
是如何流出的？

●家委会不是少数家长圈层的“联

谊会”，更不是献媚校方的“资源会”。

要把家委会的权力装进所有家长监督

的笼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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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抒雯

近日，温州一名幼儿园教师在参加朋友孩子的

满月宴时，看中了现场装饰，在征得主人同意后，便

将现场的装饰物拆除，带回幼儿园二次利用。该教

师表示，因为觉得场地布置得非常漂亮，想到幼儿

园马上要举办庆祝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这些道具

刚好可以利用起来。

对于环境创设，大家都不陌生，特别是遇到节

日，进行教室环境布置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幼儿园

的小朋友来说，环创本身也是情境教学环节中必不

可少的一部分。

一般而言，环创的内容会根据节日主题、当月

的教学内容等进行调整。这名教师在休息时间参

加喜宴，仍然心系幼儿园，想着可以让班上的环创

布置更美观、更有教育意义。无怪乎很多网友纷纷

点赞：这才是有心的好老师！

“好老师”三个字是对教师最朴素的描述，做

起来却不容易。“好”的标准有很多，有的是教学技

能，有的是育人技巧，但是在这些条条框框的标准

下，最终绕不开的还是踏进教育队伍时的“初心”

二字。

师者有心，这颗心可以是教师把生活当讲

台，把日常当教具的“处处留心”。当教师将

回收后的装饰材料在幼儿园里布置一新后，

这不仅仅是一堂生动的美育课，更是一堂就

地取材的德育课。教师用自己的言行在学生

们的心中种下环保、节俭、创新的种子，这比

什么都可贵。

师者有心，这颗心也可以是出于职业素养而

自然流露的“事事关心”。或许有的人会觉得“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集体的事不需要个人来操

心。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很难让人

相信他会对自己的教育事业有多上心，对自己的

教育对象有多负责。

相反，有的教师“顺手”捡的一个道具，有的教

师“顺便”想的一个教法，却是他们心系学生、心系

课堂、心系教育的最好证明。于点滴处入心，于细

微处育人，是他们成为好教师的不二法门。

“顺手”捡道具的幼师何以令人感动

网红玩具的边界在哪里？

□丁慎毅

“萝卜刀”能火起来，就像之前的“恶搞玩

具”“奥特曼卡牌”等网红玩具一样，在于它们

具有儿童群体中的“社交货币”属性。儿童的

社交关乎他们的自我存在感、群体价值认同、

对人生意义的探索等。只要有需求，必然就有

市场。

“萝卜刀”在设计上，其形象加入了玩偶元

素，刀柄部分设计了多个插槽，可以根据孩子

们的创意组合不同的刀片，变幻出各种形状

和功能的刀具，借助自身重力实现刀体滑

动。在宣传上，有“亮出我的‘萝卜刀’，一击

制敌”这样的广告语，这很容易被孩子们当作

“社交货币”。

对于像“萝卜刀”这样的网红玩具，堵是堵

不住的，只能通过加强教育，进行疏导。平时，

家长要教会孩子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学会共情，学会换位思考。如果孩子从小懂得

遵守基本的社交礼仪，就不会出现相互之间没

有边界地戳来砍去这一不文明现象。同时，要

引导他们正确地评估风险，培养他们独立对抗

风险的能力。

中小学生思维非常活跃，想象力十分丰

富，学校可加强创新教育，从而更好地满足学

生的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

创新思维。也可以给学生更多选择权，发展学

生更多的特长，让他们尽可能少地在网红玩具

上耗费时间。

其实，每一种网红玩具的流行，背后都有

其原因。中小学生自控能力差，易受诱导，学

业压力逐渐增大，家长和教师要注重采取多种

方式给孩子纾解压力。不然，即便没有了“萝

卜刀”，也会有其他的替代品。比如此前孩子

们喜欢盘手串，是因为盘手串有助于释放压

力；现在他们之所以喜欢玩“萝卜刀”，很大程

度上也是因为将其当成了“解压神器”。

□陆玄同

“萝卜刀”对于孩子来说，只是个玩具，家长

们大可不必担忧，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商家的营销

套路。

其实，“萝卜刀”这类网红玩具，作为链接同学

间友谊的纽带，其本身不具危害性，它的潜藏危

害，在于商家把它包装成了“解压神器”。

原本一个单纯的玩具，却被一些商家和直播

博主的营销话术带偏了。我们在电商平台检索

“萝卜刀”，不少商家在产品介绍页面中标注“解压

玩具”“减压神器”等词语，一些商家在宣传视频

中，充斥着“我刀了你”“我看谁敢不听话”等话术，

更有甚者，直接将这些字眼当成卖点印在包装

上。如此一来，孩子们便以此为乐，即便拿它做出

攻击性动作，也被“合理化”了。很多人因此担忧，

孩子们热衷于玩“萝卜刀”，可能会激发暴力倾向。

不管什么玩具，为孩子们的童年增添欢乐是

第一位的，至于那些“解压”话术，不过是商家的

营销套路。孩子是单纯的，但商家各有各的盘

算。虽然一把“萝卜刀”价格并不贵，但通过花式

营销、情绪渲染，加剧孩子间的攀比，其销量也是

非常可观。

玩具面向广大儿童，关系到他们的健康成长，

不能只为了赚钱。玩具的设计者、生产者和销售

者需要为此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监管部门也应

当加强监管，保证进入市场的玩具是让人放心的。

近年来，儿童网红玩具层出不穷，质量问题也

屡屡引人担忧。面对网红玩具的风靡，市场监管

漏洞应当及时补上。网红玩具一旦被发现不合

规，宣传中一旦出现诱导不当行为的文字时，必须

严惩不贷。同时，家长们也要提升辨识能力，在帮

助孩子选玩具时多做点功课，避免孩子为劣质玩

具所伤。

商家营销不能没有底线

□李 平

“萝卜刀”多由3D打印塑料制成，外形鲜艳，

状如萝卜。虽名字里带“刀”，但实际只是模仿刀

具外形，前端是钝角，平时藏在刀身里，借助自身

重力实现刀体滑动，咔嗒一甩便能“出鞘”。

“萝卜刀”之所以一下子风靡开来，离不开短

视频平台的推波助澜。在一些网站推送的短视频

中，展现了“萝卜刀”的捅、刺属性，炫酷的画面、娴

熟的技法，刺激着孩子们的购买欲。

自这款玩具面市以来，厂家及营销商嗅到商

机，短视频网站获得流量，各地的小卖部加紧跟

进，集体促成“萝卜刀”成为学生的新宠。

然而，不可忽视的是，姑且不论它作为玩具本

身是否合格，在推广中大肆宣传用其“刀人”“噶腰

子”“杀杀杀”等，确实可能诱导暴力倾向。在孩子

的世界里，如不加以引导，玩起“萝卜刀”是没有边

界也没有轻重的。当各种渲染捅、刺动作的音视

频，借助一种玩具，无节制地呈现在孩子的面前，

是否合适？近年来，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件等时

有发生，学生热衷于玩“萝卜刀”，把捅、刺当时尚，

久而久之，很难说不会诱发更多的校园霸凌事件。

当然，正视网红玩具的潜在风险，不是说要

“一刀切”地将孩子们喜欢的玩具一禁了事。近

年来，流行一时的咕卡、纳米胶、安静书等玩具，

藏着孩子们的天真与欢笑，承载着他们特有的小

心思、小情绪，凝聚着他们这一代人的童年集体

记忆。究其根本，是要做好管理与引导，避免孩

子遭受不良影响，而不是让孩子与玩具完全隔离

开来。

“萝卜刀”的隐患需正视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针对教师行为的不实举
报日益增多。举报内容越来越捕风捉影，缺乏事
实基础。这种恶意举报，往往歪曲事实，诽谤诋毁
教师，显然是走向了监督的反面。恶意举报、污名
化教师，是教育之殇。相关部门及学校理应为教
师撑腰，依法依规追究当事人责任，让恶意举报无
路可走。

（王 铎 绘）

恶意举报之风当刹

堵不如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