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2日晚，浙江金华婺城公安分局
站前派出所警官，接到了一个让人挠头的
“报警”———报案人是个妈妈，她带着自己
10岁的儿子到派出所自首。 因为儿子在
没人知道的情况下拿了家里 39元钱。

（3月 7日《钱江晚报》）
在一些人看来， 不过拿了家里 39元

钱，多大的事儿？孔乙己“窃书”都不为偷，
拿家里钱就更不为偷了， 何至于小题大
做，把孩子往派出所里送，这位家长是不
是有毛病?但是，带儿“自首”新闻一出，网
上赞扬声明显多过板砖，认为这是一位聪
明的母亲。

俗话说，树要从小育，小洞不补，大洞
二尺五。 对“犯事”的儿子，母亲感到凭着
自己教育已经力有不逮，于是，适时请警
察帮忙。首先，母亲有着强烈的教育意识，
没有听之任之，酿成大错;其次，教育时机
把握得也很好，在孩子首次犯错时，便狠
敲一次警钟，让其不敢再犯。

到派出所里去自首，可能会带来两种
效应，一种是儿子从此积极向上，改过自
新;另一种则会在心里产生阴影，认为自
己有了“案底”，在同学中抬不起头，从此
破罐破摔。对此，母亲必须做好“善后”，密
切关注孩子的思想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
后续辅助诊疗。

爱孩子，是母鸡也会的事，送儿“自
首”体现了母亲对孩子的深层次关爱。 当
然，送作为一种巧妙的教育方式，也需应
用得法，还要警民配合。否则，如果警察偏
向孩子，对孩子过于呵护，在言语上温情
有加， 孩子反会觉得偷了钱也不过如此，
则枉费了母亲的一片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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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昨天， 微博上热传的一条消息牵动
不少人的心。 湖南湘潭一位 6 岁小女孩
姗妮学跳舞两年， 就因为一个简单的下
腰动作导致中枢神经受损， 造成胸部以
下失去知觉。孩子在北京大医院就诊后，
被确诊为高位截瘫。

（3月 2日《青年时报》）
“一个简单的下腰动作换来的是小

姗妮的高位截瘫， 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
乐于所见的， 但是它就实实在在地发生
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给予小姗妮父母亲
深深同情的同时， 我们更应该反思小姗
妮事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社会上的
浮躁风气， 社会上的浮躁风气是导致各
种名目繁多的培训班风生水起的根源所
在。 各种大型人才招聘会拼的是年轻人
的学历、特长，特长放在首位，学历倒在
其次， 这种畸形的招聘方式倒逼我们的
父母亲在孩子的孩提时代就带着他们四
处学特长。

其次， 我们应该反思的是全民造星
运动是否应该摒弃。 文艺明星与他们所
取得的报酬是否合理合法，，他们真的能
够坐拥巨额财富吗？ 那些所谓的文艺明
星出席一场活动，亮一次相，摆几个搔首
弄姿的姿势， 就能动辄有几万甚至十几
万入账，这也是社会上舞蹈班、钢琴班等
培训班高烧不退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
是一个虚无飘渺的梦， 但众多孩子们还
是义无返顾的踏上寻梦的征程。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祖国的花朵，
引导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 是社会、学
校、家庭共同的责任。让我们以小珊妮事
件为契机，痛定思痛，使孩子们远离各种
培训班的袭扰， 给孩子们一个自由挥洒
的童年，尽情的玩耍，肆意的嬉闹，做他
们爱做的事情，玩他们爱玩的游戏，愿小
珊妮高位截瘫这样的悲剧性事件永远远
离我们的视线。

“我们孩子入学都是经过层层审批，而且也花了不少钱，现在突然就说让我们的孩子转学，凭什么？ ”
近日，在东方市铁路小学接孩子放学的吉女士说起当地教育部门强行要求在该小学就读的农村籍孩子转
入另一所办学条件较差的学校一事时，十分气愤。

（3月 6日人民网）
从表面上看，教育局的做法似乎有些依据，一方面是为了创建规范化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另一

方面按照规定，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不能跨学区注册入学，是依法行政。 但既然不能跨学区，为何不在学生
报名之前就做好把关工作？为何任学校招生？更重要的是没有提前向家长说明有关情况，也没有给家长一
个明确合理的说法。 如此做，实是损害了家长和学生的利益。

王军荣 文 闵汝明 图

强令转学让人寒心

全民“疯狂英语”有无必要？
古有世

说新语，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现如今全民学英语之风刮得正劲，大街
小巷的英语补习班、 培训学校琳琅满目。 ”3
日，全国政协委员、安徽大学党委书记黄德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公共外语教育
单一化倾向严重，会影响国家的文化安全。

（3月 5日《合肥晚报》）
@ 章弓：部分学生代表委托我通过微博

谏言人大代表，能否上书提案，取消外语作
为学生的必修课，英语过不了四六级就无法
毕业，可是毕业后一点用也没有，白白浪费
时间和精力，英语可以作为选修课程，让喜
欢的同学发挥特长学习。

@ 蔡奇：全民学英语本意是为更好地融

入世界，怎与国家文化安全扯到一起?凡考必
考英语则是另一码事。

@夕念远：作为语言工具，外语的重要性
显而易见。 在传奇小说里，李太白因用“外语”
把西域来使骂了个狗血喷头，从而得到了群臣
的敬佩，皇帝的赏识；在短信笑话里，大老鼠因
学狗叫吓跑了老猫，从而让小老鼠懂得了“外
语”的重要。例子固然极端，但其中含义却最简
单不过，那就是外语是中外沟通的敲门砖。

@ 张宇： 五六岁的儿童就开始学英语，
周六、周日满街背包的、提包的父母带着的小
学生、中学生比上学、上班还憔悴，补习英语
的队伍最为庞大。 在她儿子的班里，90%的学

生都上过补习班。 钱花了，时间也用了，最后
英语和汉语一样差，得不偿失。

@fordream： 愿学英语的自然会去学，但
是全民这么高要求地学英语真没必要。 大部
分人不会出国， 不会选择与英语有大量接触
的职业，不会大量参考外文文献，而且中国中
学教育不涉及以后专业知识， 大学根据所学
加强英语，才是正路。

@ 王鹏：学习要鼓励，但若是强制要求，
那么学习也就失去了意义， 现如今学英语多
半是为了考级考职称等，考完即弃，甚至其他
领域的学习也有这样的情况， 这是个危险的
现象。

愿高位截瘫之殇
不再重演

益阳市赫山区衡龙桥镇学校 欧阳志

带儿“自首”
胜过百次说教

□ 叶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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