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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年开始，郴州宜章县教育局出台
教育新举措,要求“全县所有中小学校长
都必须登台讲课， 要把校长深入课堂上
课当做改进作风的重要手段， 抓实抓
严”。

宜章现任的许多校长原来是教学骨
干、各自学科的领头人，当上校长后，由
于各种原因，真正在一线上课的不多。 在
这一背景下，宜章县出台此项硬性规定，
对于不上课或课时量低于相应标准的，
取消校长绩效工资、 评先评优 “一票否
决”。

不知从何时起，各级行政部门也好，
学校也罢， 开始提拔一些在专业上比较
优秀的人去担任领导。 似乎只有提拔这
些人做了“官”，才对得起他的才华，才让
人觉得自己得到了重视， 岂不知这样做
其实是对专业人才的另一种极大的浪
费。

前不久，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面对
3000 多名学生正式宣布， 在校长任期内
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 他的
这个决定，引发了很广泛热议，议论的焦
点分两层，其一，拔尖的科技人才担任大学校长是否是
一种人力资源的浪费；其二，大学校长的价值体现在哪
里。 同样，现在中小学的校长，在某些教学领域，也是很
优秀的，可是一旦成为校长，就远离了讲台，学校因此也
就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老师。

作为校长，在讲台上给学生讲课其实是很正常的，也
是当仁不让的工作，但问题是近些年来校长不上课现象
都很普遍。 好像校长就是做领导的，再去讲课就跌了身
份，结果几年校长做下来，除了“当官”，自己的专业倒丢
得一干二净。 有些校长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是很不划算
的，因为他们深知，做校长不是一辈子的事，只有搞好自
己的专业教学，才是一辈子的大事。

一个校长如果能够将教学与管理作为自己的“主
业”，亲自抓，负总责，能够深入课堂，并能运用新的理念
与方法驾驭课堂，那么他一定是位能让师生钦佩并具有
执行力的校长。

现在，宜章的这一举措，带了个好头，但有的环节和
提法值得商榷。 长沙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创新教育特级教
师谭迪熬分析认为：有的规定有悖素质教育的理念与事
实。 其中规定“不能带劳技等之类的‘副科’”，言下之意，
一是音、体、美等都是不重要的课程。 另外，规定校长们
“每周平均上课时数不得少于同学科教师标准课时数的
1/4”。 这也就是说，中学校长每周约要上二至三课时，小
学校长每周约要上 4 至 5 课时。 这里不难看出， 有些班
的某一科目的教学，校长教授了一半，还要让另外一位
教师来完成另一半，教学质量能有保证么？

俗话说：“三天不念口生，三天不写手生”。 这对于教
学而言也具有同样的道理。 校长若能静下心来，深入课
堂，了解课程改革的新变化、新要求，也就不愁不了解师
生心之所需，更能找到突破学校发展瓶颈的好办法。

让校长重返讲台， 这不仅能让孩子们在一些专业课
上能听到很好的课堂教学，同时，对其他老师来说，也起
到了一种无声的示范作用，从而可以带动和提升学校的
整体教学水平。 我们期待校长
重返讲台不是作秀，而是踏踏实
实的做好应该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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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视点

本报讯（记者 刘伟丹 唐雯娟）长沙
市接到群众举报补课情况 0 件； 湘潭市
接到省政府教育督导室转来举报情况 2
件，当日查实 2 件；郴州市接到群众举报
1件， 当日查实 1 件……这是 1 月 31 日
全省各市州反馈到省教育督导室的补课
举报情况。

继省教育厅下发了“最严禁补令”通
知后，去年 12 月 29 日，省政府教育督导
室便发出了一条关于督查中小学校寒假
成建制补课行为的通知， 要求各市州教
育局和政府教育督导室对辖区内中小学
校进行不定期抽查、 对公众举报信息及

时进行暗访核查，坚持有举报则必查、必
回复， 并及时向省教育督导室反馈举报
信息和查处结果。

从寒假第二天开始， 各市州政府教
育督导室就开始进行实地督查， 如株洲
市联合督导、基教、监察等部门开展专项
督查；益阳市对省示范高中的教师、家长
进行了电话调查； 岳阳市电话抽查了 9
所市直学校。 各督导室按日向省政府教
育督导室上报当日该市州寒假补课专项
督查工作动态。 一旦有群众举报，立即查
处， 或责成被举报高中所在地县级教育
部门立即进行实地督查， 并及时向省教

育厅反馈查处结果情况。
省政府教育督导室工作人员表示，

据各市州反馈情况， 曾出现了电话投诉
连续两日为零的现象， 是往年从未出现
过的现象。 一方面是因为禁补的处理措
施更严厉、更明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督
查方式更深入、更全面。

据悉，近日，省教育厅还将组织督查
小组，深入全省多个市州开展随访督查，
对检查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学校、校长、教
师，将一律按照相关规定严肃查处；对违
反规定的省示范性普通高中， 将一律先

“停牌”再作出相应处理。

我省最严禁补令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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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剑

岁末年初，是全国艺术类院校
招生考试最为密集的时候，今年也

不例外。进入 1月中旬，全国高校的艺考陆续拉开帷幕，又一
批怀揣着“明星梦”的学子们奔波在考试的路上。艺考热持续
高温，越来越多的人担忧起来，因为众多考生“赴汤蹈火”，其
动力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看中了艺术专业对文化课
成绩要求较低的好处，想争取先跨进大学的门槛，为将来保
住一个饭碗。

然而，走不走艺考之路，固然有爱好和天赋做基础，但归
根结底怎一个钱字了得。 因为培养一个艺术生是很花钱的事
情。

由于文化课没有优势， 笔者好友在其儿子高二时为他
选择了黑管专业，经过两年的努力，他顺利地考入了一所
音乐学院。 好友把这些年的投入粗略地算了一下：高中阶
段，买乐器花掉了将近 3 万块，报各类培训班，一个小时的
收费要七八十元， 一年没个一两万下不来， 两年投入了 7
万元。 考入大学后，儿子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成绩越来越
好，老师建议换一个 8 至 10 万的黑管。 再加上 4 年的学费
和生活费，估计至少得再投入 18 万。 相对于黑管，学钢琴
和小提琴的考生投入更大。 这两种乐器都很注重“童子
功”，学习时间一般都在 7 年左右。 前期学习一年的学费约
在 5000 元左右，到了艺考冲刺阶段，高额的学费就不是普
通家庭所能承受得了的。 每星期到北京、上海、太原等地或
直接到将要报考的艺术院校找名师，每小时的指导费用在
800 元左右，一年下来，加上路费、住宿费等费用，投资至少
得 5 万元。 这还不包括上了大学之后的高昂学费和老师建
议更换的乐器费。 考上大学后才知道骑虎难下，不得不四
处举债。 那位好友痛定思痛：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绝不会
让儿子再走艺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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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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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

2月 3日上午，“80后”小林带着妻子和儿子在长沙火车站外候车（图二）。 儿子刚满 4岁，之前一直由奶奶带着。 夫妻俩
在今年春节做了一个决定：带着儿子外出务工，让他不再留守。

候车室内，从常德过来的小王两口子在行李箱上垫上毯子，改成拖车，拉着年幼的女儿前行（图一）。 在深圳务工的他们
觉得把孩子带在身边才能更好地照顾，虽然艰难，但一家人在一起总是开心的。

记者发现，今年春运，不少年轻的父母都带着孩子踏上旅程，孩子有的很小，在襁褓里睁着大眼睛望着周围的一切；有
的已经能拉动行李箱，帮父母减轻一点负担。 可能他们还不能理解“春运”的涵义，但是，他们正在这年复一年的迁徙中成
长。 幸运的是，有父母陪伴，不再留守的“小候鸟”能享受母爱和父爱。

图一 图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