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吃
请等问题， 在一些地方和学校不同程度存
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 问题虽然发生在少
数教师身上，但严重损害了人民教师整体形
象，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无法真正履行教书
育人的崇高职责，就无法完成立德树人这一
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就成为一句空
话。7月 14日，教育部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
受学生及家长礼金等行为的规定》， 在全教
育系统持续开展正风肃纪活动。

案例一：2010 年春季开学后， 耒阳市教
育局一天签发 167 份调令，将 167 名农村教
师调往市区学校任教， 引起舆论一片哗然。
在纪委和检察机关介入下，这起“调动门”背
后的一些腐败线索渐渐浮出。 据介绍，2000
年 2 月至案发，贺洪兴任耒阳市教育局副局
长，利用职务之便，在 2008 年至 2010 年之
间，为乡下教师调入城区工作，自己或伙同
他人先后 26 次收受他人钱财共计 258800
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贺洪兴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
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贺洪兴有期
徒刑 11年，违法所得予以追缴。

案例二：2008 年 3 月 7 日， 鹿泉市城区
一些中小学的学生接到老师发放的书面通
知单：要求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于 9 日上
午收看鹿泉市电视台播出的一档“如何提高
学习效率的讲座”节目。 但看后却发现，这压
根不是什么讲座， 而是推销书籍的专题广
告。
链接：

这份名为《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
长礼金等行为的规定》 的文件明确了 6 条

“红线”：一是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受学
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和支付
凭证等财物；二是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
排的可能影响考试、考核评价的宴请；三是
严禁参加由学生及家长安排支付费用的旅
游、健身休闲等娱乐活动；四是严禁让学生
及家长支付或报销应由教师个人或亲属承
担的费用； 五是严禁通过向学生推销图书、
报刊、生活用品、社会保险等商业服务获取
回扣；六是严禁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
益的其他行为。

《规定》对违纪情况的惩罚也做出规定：
对违规违纪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典型
案件要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 情节严重
的，依法依规给予开除处分，并撤销其教师
资格；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要畅
通和公开举报渠道，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教
育部统一监督举报电话：010—66092315、
66093315。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它通过法制建设来维护和保障公
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制度保证。

学法知法懂法 你我共同遵守

8 月 1 日，教育部公布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
则》，并公开征求意见，文中关于“见义勇为，敢于
斗争，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要进行劝阻”等不见

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对“会自护懂求救”的强调。新版《守则》一出，引
起了读者强烈的关注以及教育专家的热议：“会自护懂求救” 固然可
嘉，但删除“见义勇为”是否意味着，未成年人在遇到不公平、非正义的
事件时就应当绕道而行？ 那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怎么得以延续？

刚刚过去的高考，包括四川在内的 13 个省份的高考加分项目中，
仍然提到了思想品德及“见义勇为”。 今年 6月 19日，四川省教育考试
院阳光公示平台上，公示了今年高考录取的 5 名“见义勇为”学生，他
们最低可加 10分、最高加 20分。

现状：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大多以生命为代价

案例一：2001年 12月 17日下午 5时左右， 安顺市平坝县马场镇
龙山小学 5年级苗族女学生李琼与同学刘敏等一行 4 人放学回家，途
经一个水库的上游河道时，刘敏不慎失足掉入水中。见状，李琼安排两
名同学去附近找大人后，便奋不顾身跳进冰冷刺骨的水中，游了 20 多
米，用尽全力拉住刘敏的手拖向岸边的岩石。但是，等闻讯赶来的村民
将刘敏救起时，李琼却已因体力不支，被库水吞没。

案例二：2002年 2月 25日晚 10时许，湖北房县一中高三（2）班学
生张喻和另两名同学在县城西河乐园观赏灯火夜景时，其同学突然遭
到一群不明身份年轻人的围攻殴打。 张喻挺身而出，这伙歹徒向他刺
了 7刀，在送往医院抢救时壮烈牺牲。

案例三：2014年 5月 31日，在宜春市市区至袁州区金瑞镇的一辆
中巴车上，一名歹徒将高三学生柳艳兵及其同学易政勇等 5 名乘客砍
伤。当歹徒继续举刀要伤及更多乘客时，柳艳兵不顾自身被砍剧痛，上
前夺下歹徒手中的刀，易政勇在解救乘客时再度被砍伤。 两人因伤情
严重，错过了高考。7月 2日至 3日，柳艳兵、易政勇在宜春三中参加了
单独高考考试。最后，柳艳兵选择了南昌大学，而易政勇选择了江西财
经大学。
法学专家：中小学生本身弱势不应提倡见义勇为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司马向林：在新版《守则》中删除“见
义勇为”的提法是有必要的，也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如果在一些力所
能及的事情上，做一些有正义感的事情是可以的，但危及生命，学生还
是应该量力而行；不应大力提倡中小学生“见义勇为”，因为孩子们心
智还不成熟，很难判断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该见义勇为，甚至连成人
也很难把握这个度。

四川大学法学教授陈实：“见义勇为”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
道德提倡的范畴。 中小学生本身就属于弱势群体，有时连自我保护的
能力都不够，从道德层面来要求他们参与一些有高度危险的事件是不
合适的。事实上，其他国家往往也不鼓励中小学生见义勇为的行为。在
遇到一些高度危险的违法行为时，不论成人还是孩子，首先都应该保
护好自己，然后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记录下犯罪分子的面貌、车牌等，并
及时报警。
教育界声音：未成年人先自保再相助

华东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学院副教授刘桂海：此举是对见义勇为
的误读：见义勇为的概念也是与时俱进的，今天的见义勇为不是直接
和坏人作斗争或要求学生作无谓的牺牲，而是在面对危险时以智慧的
方式参与救援，比如看到有人溺水，对中小学生来说，见义勇为并不是
自己直接跳下去救人，而是赶快找到附近的成年人求援或报警。

四川省教育专家纪大海：新版《守则》删除“见义勇为”，初衷是好
的，这是为了学生的安全。 不过，“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在不提及这个行为的同时，中小学教育应该更深入地去思考如何培养
学生成为有担当、有正义感、有勇武精神的人。 我们现今的学生缺少
“阳刚教育”，不少孩子表现出过分的柔性。然而，学生需要具有一定的
责任感和勇武精神，这是一种大气。 总之，我认为提法可以变，但精髓
不能忘。

家长观点：《守则》变了 高考加分也该变
家长潘女士：新版《守则》删除“见义勇为”，可以避免未成年人莽

撞的行为，是出于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的，作为家长我们觉得这
是更人性化的表现。不过，虽说“见义勇为”不鼓励了，但高考加分却仍
然有这一项。 大家都知道，高考 1 分就可以挤下来几千个孩子，何况

“见义勇为”还能加 10~20 分，这对要参加高考的学生是多么大的诱惑
啊！《守则》变了，高考录取加分又不变，难免不让家长有一种“见义勇
为”走入歧途的感觉。

家长张广博：高考具有高利害性，加 10 分、20 分投档对部分学生
和家长来说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 不否认见义勇为行为具有的正能
量，也的确应该发扬光大，但不应用加分政策引导中学生去见义勇为。

网友热议：为删除“见义勇为”点赞
网民“晴空蓝兮”说：这是“拼爹”不成，改“拼命”的节奏啊！
网友“一米阳光”：删去“见义勇为,敢于斗争”是因为中小学生年

龄不大，正是读书的好时光，只要有这一颗心就行，若他们参与，可能
达不到目的，还会危及自己的生命。

网友“无路向西”：删除“见义勇为”,无疑是一种理性回归。毕竟,孩
子自我保护的意识与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就此来说,删除“见义勇为”条
款的背后,更是以孩子为本的写照。

网友“心情可好”：以前，《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有“见义勇为”
条款时，我就经常对儿子说，碰到歹徒行凶，你立即跑，能跑多快跑多
快。 然后到安全的地方，立即报警。我不认为这样不道德。社会不应该
要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挺身而出。 选择报警就不是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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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中小学生守则（征求意见稿）

1．爱祖国。 尊敬国旗国徽，奏唱国歌肃立，升降国旗行
礼，了解国情历史。

2．爱学习。 勤思好问，乐于探究，上课专心听讲，勇于发
表见解，按时完成作业，养成阅读习惯。

3．爱劳动。 自己事自己做，积极承担家务，主动清洁校
园，参与社会实践，热心志愿服务，体验劳动创造。

4．讲文明。 尊敬父母师长，平等友善待人，言行礼貌得
体，自觉礼让排队，保持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财物。

5．讲诚信。 守时履约，言行一致，知错就改，有责任心，不
抄袭不作弊，不擅动他人物品，借东西及时归还。

6．讲法治。 遵守校纪校规，参与班级管理，养成规则意
识，了解法律法规，不做违法之事。

7．护安全。 红灯停绿灯行，防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求
救，远离毒品，珍惜生命。

8．护健康。 养成卫生习惯，不吸烟不喝酒，控制上网时
间，抵制不良信息，坚持锻炼身体，保持阳光心态。

9．护家园。 节粮节水节电，践行垃圾分类，爱护花草树
木，低碳环保生活，保护生态环境。

（本版稿件摘自《华西都市报》、新华社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