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研结束语:
� � � �给贫困生“植入”贵族精神意识，需要学校、家庭、社
会“三位一体”帮助每个“双困生”树立崇高理想，苦其心
志，锲而不舍，方能摆脱物质和精神上的贫困。 给贫困生

“植入”贵族精神意识也是实现教育公平、改善民生，提高
全体人民尊严，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
义。

编者按：近几年来，国家先后推出了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免费午餐等一系列利好政策，使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得到了大大的巩固。 记者近几年在农村学校调研
发现，不少学校在解决贫困生问题的时候，往往只停留在“助困”的层面，关心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和经济困难，而没有上升到“育人”的层面，忽略了对他们的“精神扶贫”。
因此，在帮助他们解困的同时，应给他们“植入”贵族精神意识，这种“贵族精神意识”实际上是让贫困学生具有自信、自尊、自强、自爱，自立的精神，让他们远离自卑的阴
霾，战胜目前的困境，通过努力读书，报效祖国和社会。今年 7 月 18 日至 20 日，本报记者在湖南省教育厅的鼎力支持下，赴通道县进行调研，根据调研情况，于此，提出给
贫困生“植入”贵族精神意识这一观点。 本报摘发其调研文章，以供教育界人士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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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见闻：“我很想读书，走出大山！ ”
怀化最南端的崇山峻岭之间， 有一大片逐渐舒缓的平

地，先民们于是选择在此安身立命，并给她起了一个朴素而
又贴切的名字———坪坦。

一条小河欢笑着在崇山之间由南往北蜿蜒而来，到达
坪坦后河道变得更加舒展而妩媚， 河两旁是侗家人别具一
格的木楼，木楼的倒影与水中欢快的鸭群相映成趣。一阵微
风夹杂着山野间淡淡的花香轻轻拂来， 在这火热的夏天让
人心旷神怡。我们走过侗家人那别致的风雨桥，就抵达了今
天的调研目的地———坪坦乡中心小学。

这是一所年逾花甲的学校，与新中国共同成长。她承载
了教化侗家一代又一代人的责任与使命。 学校党支部书记
吴国建告诉我，全校包含 4个教学点在内有 390多个学生，
其中寄宿生 190人左右。 这些孩子全年有 200天可以享受
3元的免费午餐， 其中 40%的寄宿生可获得国家贫困生补
助。“贫困生的学业较困惑，这是我们最头疼的事情。 ”吴国
建如是表示。

校方给我们调研“友善组”推荐的是一户一年级学生家
庭，一家四口居住在一间 20平方米左右的木房子里，房间的布
设是乱糟糟的。 征得孩子同意，我们看了孩子的期末考试试卷，
语文 23分，数学 16分。 更让我们惊讶的是，孩子在书写自己姓
名的时候不仅是倒笔画甚至连名字也写错。

调研组成员依任找来小木凳，先给他示范正确坐姿，随后
蹲下身子手把手给孩子示范，并让其描摹。

我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听到陌生人问话，他显得吞吞
吐吐，见他如此腼腆，我把话题转到了别的方面。

看他一直拿着画笔，我便问道“你爱画画吗？ ”
此刻，孩子脸上终于露出了笑意。 我们由陌生开始到有话

可说。
从这个孩子身上，我明显感受到他较其他同学在学习上显

得焦虑不安，甚至沉默寡言，当你触及他的兴趣点的时候，他跟
你说上几句。 从他的情况引发我的思考，“双困学生”，即家庭经
济、学习生活困难的学生，如不能及时得到认可和赞美便会对
前途感到悲观失望，逐步演变成心理疾病。 尤其是那些来自偏
远山村的“双困”学生，他们对有些学科甚至明确表示“不喜
欢”，在与孩子们座谈的时候，我要数十个学生填写了一份问卷
表。

其中一个问题是：“你喜欢英语课吗？ ”
问卷结果：“不喜欢。 因为没有一个好的英语老师。 ”
龙某读五年级，他告诉我：“很想读书，走出大山！ ”

“孩子，你不学好英语，拖了后腿，怎么走出大山呢？ ”
孩子脸上掠过一丝忧虑。
这些孩子的主要心理特点表现为自尊与自卑的矛盾性。作

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体，他们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希望有一双
翅膀飞出大山，但因家庭贫困和学习困难而又显得不自信。 于
是，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
烈波动。

调研的结果，让人忧虑！ 扶贫，应从“物质扶贫”向“精神扶
贫”递进，首先给受助对象一种精神辅助，让他们信自我、信老
师，信学校、信国家。

一个人的“信”，来源于他的自尊。 每个人的自尊是与生俱
来的。 历史上“不食嗟来之食”，“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宁
为玉碎，不为瓦全”，“士可杀不可辱”等，讴歌了人们维护自己
做人的尊严、尊重他人人格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这些故事也深
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因此，每个人应该坚守“独立人
格尊严的自我”。

自信前提：独立人格尊严的自我
无论教师、学生、商贾、官员，都应该有一个独立人格尊严

的自我。
一个人如果没有尊严，也就无所谓人的价值可言。《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 1卷，对人格尊严作了广义和狭义这两层含义
的论述。 称：“两层含义是辩证统一的。 ”它表明维护人的尊严，
尊重人的人格，就必须处理好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共同性和

差异性的辩证关系。
因此，我们的教育事业在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上也有一个

尊重差别、包容多样的问题。 学校应该努力营造这样一种自由
的风气：尊重他人和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 社会和爱心
人士更应该给贫困生营造一种人格尊严的自我的宣传舆论环
境。

调研期间，我们给受调研的家庭送了慰问金，但没有拍摄下
这些镜头，其目的是为了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包括肖像尊严、
荣誉尊严、姓名尊严。

近些年来，很多爱心人士，民间爱心组织在资助义务教育阶
段贫困生过程中，出现一些侵害贫困生隐私权现象，常见的侵
权行为主要来自于学校、资助人、新闻媒体。

贫困生隐私权保护涉及到贫困生隐私权与学校管理权、公
共利益、公众知情权及新闻自由之间的冲突和平衡，保护贫困
生的权利应该坚持尊严衡量原则，重点提高学校、资助人、新闻
媒体及贫困生的隐私权保护意识。

特别是新闻单位或学校办公室在对贫困生进行采访和报
道时要做到三点。1.对拟采访的贫困生，要事先告知并征得贫困
生的同意。2.对贫困生采访不要刺探追问纯属个人私事的内容。
3.记者采访中，贫困生主动告知的个人或家庭的相关隐私，如果
报道要征求家长及贫困生的意见。 如果家长不同意，原则不能
报道。

植入对策：从“被动输血”到“主动造血”
除此之外，对贫困生的精神扶贫显得更为当紧，应当从

源头上做起，使他们从心理上战胜贫困，这样才能激发他们
的潜能，培养他们战胜苦难的信心，变“被动输血”为“主动造
血”。

要想让当代农村贫困生真正摆脱贫困，必须要将其个人
的思想意识上升到信仰的高度， 我们的教育方式应该从信
仰，也即自信的层面上来把握，只有这样农村才有希望。

谁来给农村贫困生“植入”贵族精神意识？ 如何给他们“植
入”贵族精神意识。 这两个问题归根到底靠学校和家庭的联动
来解决。

把自信自尊自强自立精神有机贯穿于学校教育体系之
中。教师请告诉我们的学生，走出大山的第一个必须条件是爱
读书和读好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多少农家子弟都是通过
读书这条渠道走出大山，在各个岗位上方显英雄本色，随后造
福桑梓。

一位校长曾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0多年前， 他在桃源
一中任副校长，一名打工妹伢要回到学校读书，但她没了学籍，
不能参加高考。 当时“读书无用论”的思潮泛滥，为了恢复她的
学籍，这位校长从县教育局一直跑到了省教育厅，最终恢复了
她的学籍。 这名曾经的农村辍学娃、打工妹伢，竟然以全县第一
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再到保送复旦研究生。 这个妹
伢就是如今的纳斯达克上市公司 CEO龚海燕。

好孩子是夸出来的，老师不妨真诚地夸一夸自己的学
生，因为你的一句话很可能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话说
人生像一栋三层楼的房子，第一层是物质，第二层是精神，
第三层是灵魂的。所以说，我们的教师应该坚守一份追求，
不吝啬你对孩子那一句来自心底里最真诚的赞美。有的人
即使穷，也可以算贵族，起码有贵族气质，比如颜回，孔子
就是临死前也不忘夸他“不改其乐”。

建设最美校园， 给学生营造一种自由呼吸的空气。
湖南广大农村学校可因地制宜，通过打造“一校一特色”
品牌，把学校建设成为最适宜的育人圣地。 此次通道调
研之行，我们所见到的坪坦乡中心学校及坪坦乡横岭教
学点，其建筑风格甚美。这个美，她是外在的、形式的。那
么我们可否从内涵的层面给她赋予文化之美？ 以该校附
近的鼓楼、风雨桥等建筑为例，数学、美术、历史科目教
师是完全可以把它引进自己的教学中来， 从立体几何、
美学、历史学的角度把固定的建筑赋予文化。 此举一来
让学生熟悉了身边的事物，二来丰富了学科知识，三是
增加了民族自尊感，一个人的贵族精神最重要一个核心
就是自尊的精神。
把学校心理咨询室建设成贫困生的温馨港湾。“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 ”这是白居易
在《与元九书》一文中说的。 每个中小学生都有对爱的渴求，
对赞誉的期盼。 每个教师只要心中装有一份爱，并把爱的情
感投入到学生的心田， 师生间定能产生心心相印的体验，在
此基础上以最佳方式与学生进行沟通，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排
除心理障碍， 更能把学生的不良的心理现象消除在萌芽状
态，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

父母有责：须担负培养孩子的自爱精神
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师，首先应该给孩子营造一个良

好的家风，家风的第一堂课就是告诉孩子如何善于自爱，一个
没有自爱的人不会去爱别人，自爱不是自私，更不是利己主义，
而是自尊的前提。 韩愈《答刘秀才论史书》：“仆虽騃，亦粗知自
爱。 ”

如何教会孩子自爱，根据调研情况，提出几点肤浅看法。
“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家国为？ ”广大农村大多数父母

或许没能表达出这样的大道理，但至少可以告诉孩子，晨起
第一件事情要学会叠被子、洗漱和扫地。 如今，一些家长有一
种观念，“我把孩子送到学校了，教育就是老师的事情。 ”殊不
知这种观念实属典型的对孩子不负责任。

近几年，在农村学校调研过程中，学校负责人介绍情况
时，有一条内容是相同的———我们狠抓学生养成教育。 试问，
孩子的养成教育，家庭就没一点责任吗？ 此次友善组调研走
访的吴姓家庭， 其长子作业本及试卷等， 杂乱的放在床上。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没了意志和梦想。 ”随着国家扶持贫困
生的力度加大，如今的贫困生基本上不存在“饿其体肤”这种
情况，那么必须恪守苦其心志的毅力。 学习蚯蚓“用心一也”
的精神，梦想即可成为现实。

调研发现，农村学生面对陌生人问及自己的姓名都支支吾
吾。“不亢不卑，大胆地向别人说出自己的名字。”这些与人交往
的常识， 是家长在孩子进入学校前就应该传授的。 古人曾说：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告诉孩子，爱心人士对你的资助不
是怜悯，更不是施舍，而是在你困境之路上帮扶一把，希望你快
快成长起来，而后也能怀抱一颗善良之心，去传递这份大爱。 让
更多的人有独立人格尊严地活着。

信 是 最 大 智 慧

本报记者 杨元崇

———给贫困生“植入”贵族精神意识探析
元崇新观察

▲“友善组”深入贫困学生家中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