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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话题：

支教对老师来说并不陌生。 它加强了

教师之间、学校之间、城乡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缩小了城乡教育差距、促进了城乡教育

均衡发展。但是近日有网友称，由学校指派

老师支教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 支教也应

该双向选择。

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何看法？请将您的

意见发送邮件至 kjxb111@163.com， 或致

电 0731-84326283，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与我们分享您的支教经历。

支教也需双向选择？

春游

安全

VS

“我当了 10 年初中班主任，基本上每学

期都会带学生外出游历，或登临高山一览家

乡美景，或入林采摘野果蕨菜，或临溪而渔

岸边烧烤，既领略了大自然的美景，又提高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 ”面对网友们提出的春

游困境，网友“江口银亮”第一个站出来声援

春游。

网友“夏桑”尖锐地指出，集体春游是课

堂教学的延续和补充，是不可或缺的一项教

育内容。 如果因为安全问题而把学生关在教

室里，那便闹了因噎废食的笑话。“现在的学

生，有几个能区分鹅和鸭，又有几个能说出

葱和蒜有什么区别？ 都说实践出真知，学生

整天面对书本，如何能增长人生阅历？ 虽然

组织一次春游，学校要承担很多，但我想只

要学校有责任心和爱心， 这些都不成问题。

如果没有责任心，学校就要负起实践教育缺

位的责任。 ”

网友“清水一杯”至今仍时常想起当年

春游的情景。“记得大学的第一次踏青，大家

积极得不得了，去附近农家借锅借瓢，买菜

买米。 到了山里，女同学拣柴，男同学垒灶，

到了要做饭时，居然没有一个人会！ 最后炒

糊的菜、烧焦的饭大家也吃得津津有味。 要

返回学校时，我们以青山、古树、蓝天、白云

为背景，照了一张合影，几个调皮的男同学

拿粉条做胡须，拿锅碗当道具，惹得大家一

阵爆笑。 虽然刚进校，大家都不太熟，但是春

游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想这就是春

游的意义， 能让每个人都有一些美好的回

忆。 ”

针对不少网友提出的安全隐患， 网友

“乡村教师”则认为，春游正是一个让学生

提高保护能力的最好机会。“在春游之前，

我们需要详细规划，讲解安全注意事项，学

生带着安全意识出行， 不仅能学会团队协

作和互助， 还能及时提醒和帮助身边的同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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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春游无后顾之忧？ 网友“蓝天飞恋”认

为学校可和一些具有旅游营业资质、规模较大的

旅游公司联合组织，双方签订合同。 旅游公司可

提供安全责任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分担了发生意

外后学校所要承担的责任。

网友“等待雪落”则表示，完善相关的制度是

安全春游的重要保障。“学校提前向主管教育行

政部门提出活动申请，上报活动计划。 计划应包

括人员规模、出行方式、活动地点等。 活动要坚持

安全、就近、徒步的原则，时间尽可能控制在 1 天

之内，不到不安全场所活动，不组织具有较大危

险性的活动。 学校要对师生进行专题安全教育，

对活动路线和场所事先进行勘察，精心制订应急

预案，加强每个环节的安全防范。 ”

网友“为人父母”认为，除了学校应加强安全

教育，学生家长也需适当平和心态，切勿杞人忧

天。“孩子喜欢打闹，有点磕磕碰碰是难免的，家

长爱护孩子的心可以理解，但如果孩子受到一点

小磕碰就气势汹汹地找学校问责，不仅会让学校

不敢迈出春游的脚步，更会让孩子成为温室的花

朵。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专家孙云

晓认为，防范春游的风险，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

“日本拿专款给学生上保险、出台法律政策，甚至

专门拿出钱来成立日本学生社会实践风险基金，

出了事基金负责赔偿。现在在日本,初中生可以外

出三到四天，高中生可以到国外。 ”孙云晓说，春

游是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如果家长害怕出事把

责任推给学校，久而久之，教育工作者就无法放

开手搞社会实践。

一位匿名网友提出的建议受到了众多网友

的一致认可：“首先，目前多数中小学都建立了家

长委员会。 一到周末，一些家长自发地按照年级

和班级带着孩子前往公园踏青，可更好地解决春

游引发的安全问题。 其次，一些学校在组织学生

外出旅游前，除了和旅行社签订合同外，还和家

长签订承诺书。 承诺书包括如果发生不可预见的

事故， 家长应理智地和学校配合解决善后事情

等。 最后，学校应避免过去全校一窝蜂式出动的

现象，最好分年级小规模组织，这样不仅有利于

安全，而且可增加春游活动的主题性。 ”

安全问题是最大的拦路虎

那么， 是什么因素在困扰着学生春游？

又是什么阻挡了学生踏进大自然的步伐？

在回帖中，不少教师网友都表示，安全

问题是最大的拦路虎。 近年来，学生在校发

生伤害事故所引起的纠纷时有所闻。 一些学

校怕学生出安全问题， 不但取消了集体春

游，甚至连体育课也取消了。

“尽管大家都知道让孩子多接触大自然

有好处，但那么多孩子一起出游，稍有闪失

就可能会让一害抵百利。 于是，安全成了学

校及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和家长最为担心的

事。 ”网友“树袋虫”坦言，面对安全问题，老

师们是“压力山大”。

不少教师在安全问题上，表达了同样的

担忧。 网友“哈牛”是小学教师，他所在的学

校组织过几次户外活动，活动开展前，要先

报县教育局批准，并签订责任书，还得组织

大量的老师做管理工作。“前年， 我们学校

三、四年级近 2000 名学生到水府庙参观，每

个班安排两名安全老师，还安排了一半行政

领导监管，生怕出问题。 ”

在基层教育局工作的网友“唐湘文”对

此觉得疑惑不解：“1984 年，我带学生春游捡

锰矿石，卖得 3000 多元钱，大家杀了一头猪

打牙祭。 利用结余的钱，还去参观了韶山，没

有出什么安全问题……倒是现在，学校搞个

校内大扫除也提心吊胆的，越讲安全，问题

越多！ ”

除了安全问题，沉重的学习压力和收费

也是老师们将春游拒之门外的原因。 网友

“出奇制胜”表示：“时间就是效率。 即使是节

假日，家长都千方百计把子女往各种培训班

送，哪能浪费时间去踏青？ ”

“作为一名小学班主任想组织学生去踏

青，饮食、交通、门票，都需要花钱，可刚提出

要收钱， 就有家长到学校领导那里去投诉

了。 ”一位匿名网友经历痛苦遭遇后直言，自

己再也不会组织学生春游了。

禁止春游无异于因噎废食

如何让春游无后顾之忧

这几天， 省植物园里的樱花已经盛

开，却很难见到红领巾在公园里叽叽喳喳

玩耍的身影。

“不久前，我们班 30 多人联名写了申

请书，希望班主任老师周末带我们到郊外

踏青，没想到一下子就被否决了。 ”提起春

游，郴州市北湖实验学校初三年级周同学

一脸失望。 他说，春天来了，同学都想一起

出去玩，可是老师的反对让他们不得不放

弃。

与周同学一样，就读于长沙市某重点

中学的子涵也为没有春游发愁了好长一

段时间。 10年的求学经历中，子涵因父母

工作原因多次转校，这期间，她只有过一

次春游。 她还记得那天，妈妈为她准备好

饭盒、水壶和茶叶蛋，她一大早就赶到学

校集合，然后和同学们一起拥上临时专用

的公交车去春游。

“当时去的是学校附近的公园，虽然

很近，但我们也玩得很开心。 大家一起爬

到树上抓小鸟，一个男同学还不小心掉进

了河里，成了落汤鸡！ ”子涵忍不住大笑起

来，眼中闪着兴奋的光芒。 但后来，由于一

名男生险些在春游时走失，学校就取消了

春游。

记者在长沙随机采访了几名中小学

生，他们均表示自己所在的班级没有组织

春游，而且老师也不让学生私自组织。 为

了给学生“解馋”， 有的老师甚至想出了

“黑板春游”的方法，让孩子们在教室里想

象春游的情形。

家住长沙市开福区的罗女士认为，孩

子跟同学们一起春游，得到的快乐是家长

不能给予的。“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儿，虽

然花了大把钱，可孩子远没有跟同学一起

出去时玩得高兴。 ”

又是一年芳草绿，正

是春游好时节。 但记者通

过走访了解到，我省组织

学生集体出游的中小学校

并不多。究竟是何原因？网

友“晶晶” 的发帖切中要

害：“带学生去踏青， 出了

问题老师要负全责，谁

敢！ ”

“晶晶”的发帖引起了

众多老师的共鸣。 大家纷

纷跟帖， 就如何才能不因

噎废食建言献策。

如何让春游无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姚瑶 唐雯娟 通讯员 肖彬 刘谋林

星期天，我和爸爸妈妈去

动物园，只见美丽的孔雀踱来踱

去，最有意思的是猴子……

渴望春游却屡遭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