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seA� × 只藏不看，被“误以为”很努力
报名四六

级 英 语 考 试
后，论坛上的、
博客里的、自
己下载的、朋
友推荐的……
各种相关的英
语资料都被有
板有眼地安放
在丁星星的 U
盘里， 但这些
费劲搜集的重
点，却被“有时
间再看”的心态隔离在她的日程规划之外。

直到偶然一天，丁星星突然惊醒：“我这是唬谁呢？ ”
其实丁星星并没有刻意塑造“刻苦学习”的光辉形象，可

是点开她的个人盘，《如何让新概念文章促进我们的英文提
高》、《俞敏洪说： 背完这 100 个句子， 你已经背过 7000 个单
词》、《太棒了！ 想学英语的好好留着！ 》等等的分享，都给家人
造成了她在“积极备考”的错觉。 但仔细想想，这些重要的知
识，丁星星一个都没有消化。

考试结束，考得“一塌糊涂”的丁星星总结了这一阶段的
“备考情况”，“总说以后找时间看， 可有时间就看电影聊天了
……而且在晚上记单词，也不用手写，直接浏览，好像粘到自
己脑子里那样，可是关上笔记本就像清了屏，啥也记不住，真
是自欺欺人。 ”
[专家手记]
� � � � “学习不能变成简单的复制粘贴。 ”有人认为，相较于书香
带来的阅读愉悦感，这样的“便捷”已经使得学生的求学态度
变得有些浮躁和虚伪了。

在前辈们上学的那个年代，因为没钱买书，看到觉得有价
值的内容只有靠抄。 “那个时候，谁没
有几大本甚至几十本厚厚的摘记？ 也
正是因为资料的难得和信息的匮乏，
抄来的东西大家会反反复复地学习、
吸收、消化，看到过的要点会深深地印
在心里，内化成自己的东西。 现在信息
呈几何倍数增长，易得性大大增加，可
惜的是，却没有人珍惜了。 ”

CaseB� × 实习证明，
证明不了什么

在一栋学生公寓楼的厕所里看

到，不到 10 平方米的墙壁上竟然贴有 10 多张广告，其中大部
分标题都写着“代开实习证明”、“办理实习盖章”等字样，价格
从 10 元到 300 元不等。 发广告者除留了联系方式外，还表示
诚招校园代理。

刘辉艳是杭州某高校的应届毕业生。 大学四年，从大一的
寒假开始，她就不急着找单位锻炼，而是用三分之二的时间窝
在家里看小说。 因为，刘辉艳最不看重的就是工作经验，有几
份证明干脆就是直接打印好了让父母单位盖个章完事。 眼看
就业在即， 一心想当导游的她只好花钱买了份在旅行社实习
的证明，取得了学分。 制作简历时，也将该“经历”写了进去。
“面试官问我，你怎么说服别人来报你们公司的组团游？ 我当
时就懵了，不知道怎么回答。 ”

后来，她只能把这项“经历”去掉，但是因为没有实践心
得，刘辉艳在应聘时处处碰壁。
[专家手记]
� � 在这个消费为王的时代，你想买什么，几乎都能买到。 但
是有些东西，看似买到了，其实也就失去了，比如实习经历。

今年的就业形势，愁坏了不少人，也让一些拥有真正实习
经历的人，尝到了“天道酬勤”的滋味。 而那些用“假证明”蒙混
过关的人，失去的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对基本原则的坚持。

诚信，是每个人的处事之本。 购买实习证明，是一种欺骗
行为，骗了老师、用人单位，最终也会让你栽跟头。 只有踏踏实
实、勤勤恳恳，幸运才会与你相伴。

CaseC� × “Google 作文” 一查一个准
刚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黄小淇居然会上网抄袭文章了。

这是贵阳的家长叶欢近来最烦心的一件事。
这天，一篇只要写 300字的想象文愁坏了黄小淇。 老师布

置的周末作文题目是《未来的能源》，可小淇不太懂“能源”是
什么意思，也想象不出未来的能源是什么样。

叶欢便提醒他：“你可以上网学习一下科学家们怎么说。 ”
没过多久，小淇交卷了。作业本上工工整整：“2030年的一

天，我漫步在公路旁。 只见，公路两旁栽满了挺拔的大树，路上
行驶的汽车都是用混合燃料发动
的……”

叶欢不太相信儿子会用“漫
步”、“挺拔”这些词儿。 她起了疑
心， 结果没用一分钟便在网上搜
出了原文。“不知道他是懒还是聪
明，只抄了 300多字。 ”
[专家手记]
� � � � 孩子们抄袭作文， 就是以玩
耍和游戏的态度应付家长， 这是
“不诚”。 归根结底，是因为大人们
没有教导他， 应该在作文中表达

自己的真实想法和美好人性。 孩子们只知道作文是扯一通假
大空的话，对于他们来说，把别人的经历当成自己的经历，把
别人的感悟当成自己的感悟有何不可？ 我们都知道，中小学生
阶段，通常还没有建立起明确的是非观念，而且意志薄弱，很
难管理自己。 网络这么方便，孩子们通常又作业压身，想偷懒
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照搬网文是不对的，抄袭就是一种偷窃。
一定要建立“抄袭耻辱”的价值观。

CaseD� × 官瘾可怕，孩子的世界成人化
每到一开学，班干部开始“大换血”之际，一些家长都会找

到老师，“用尽办法”想在新学期里给孩子谋个“一官半职”。 虽
然感到不好办，但由于这些人都是“有备而来”，老师们也往往
难以拒绝，于是班干部的严重“超编”就成了很多学校的“通
病”。

而继续送礼，避免子女被“罢官”的父母也不在少数。 天河
区某民办学校的蔡老师对此感到很无奈：“我班的小林同学已
经在爸爸的‘帮助’下当了一个学期的学习委员，我认为是时
候给其他同学一个机会了。 但没想到，找小林谈心的第二天，
小林妈妈就来找我说， 孩子听说不能当学习委员后一直闷闷
不乐，希望我再安排个‘小官’给他。 ”
[专家手记]
� � � � 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合当班干部。 有些人连自己都管不
好，又如何管别人？ 如果硬着头皮让其当个“小领导”，反而不
利于健康成长。 现在孩子想为老师分忧，多是出于功利目的。
或为以后的升学增添筹码；或为自己有面子，或能够引起同学

关注等等，出于特殊意图参加竞选，本是不应该的，而家长为
宝贝 “跑官”，老师为关系“卖官”，更是有害小孩的成长，从小
就耳濡目染“作假”，长大后，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CaseE� × 诚信不是一节课、 一堂班会
就能说清的

中小学价值观的培养大多依托思想品德课， 比如初二有
《诚信是金》的课文。 除此之外，班会、写作、宣誓、签名就能囊
括大多数的所谓“诚信教育”了。 尽管形式上多姿多彩，但很多
时候教师仍显得诚意寥寥。 敢问时下各种公开课、评优课，有
几堂课是没有事先排练好几遍的？ 反复的“预演”，就连哪位同
学背诵课文，谁何时提问，何时回答都提前做了布置。 乃至为
了体现素质教育渗透现代教育理念而让某学生何时向老师提
问及生生争论、师生互动等细节都安排得面面俱到，以确保课
堂教学的顺畅、高效、无差错。
[专家手记]
� � � � 在诚信遭受挑战，信任面临危机的现实生活中，大多却是
教育本身的原因。 面对似一张白纸的、可塑性极大的学生，要
教育其诚实守信，仅靠宣讲、说教，恐难起作用。 为师者，不妨
从自身做起，彻底杜绝“示范课和各类学术”中的造假行为，时
刻检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是否真诚，真正做一个表里
如一的教师，做一个诚实守信的活教材，不用你说，学生自会
真诚起来。

不妨来点“对号入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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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 花 盆 中 的 意 义
说起诚信，印象最深的是，童年时读到的寓言故事《捧着空

花盆的孩子》。 故事说，国王给全国每一个孩子发了一颗煮熟的
花种子，结果，所有人都把它换成了新种子，然后端着鲜花去邀
功。 只有一个男孩捧着空花盆，诚实地说，自己种不出花来。

两年前，扬州中学生徐砺寒就接到了“种花”作业。 在骑车
上学途中不小心撞到宝马车，车主不在，坚持等待半小时后，留
下致歉信并附上联系方式。 而正是因为诚信教育的稀缺，所以
一张本就应该出现的认错字条成为了众人推崇的“正能量”。

父母做儿女榜样
德国家长也普遍遵守这样一个原则：教

育孩子诚实守信， 所以他们自己必须先做出
榜样。在街头，如果你随地乱扔垃圾或者在没
有停车标志的地方停车， 马上就会有成人过
来阻止！ 而在描述德国小孩的性格特点时，

“严谨”、“诚实”、“守信” 是经常被提到的字
眼， 这就与政府从小就抓诚信教育和家长以
身作则有很大关系。

荣誉比学习成绩更重要
美国大学都制订有学生学术诚信条例。

条例对考试作弊、 论文抄袭等学术不诚实行
为， 从定义、 表现形式到处罚规则和申辩程
序，都做了详尽的规定。细则均印制在小手册
中，在报到之际发给每一位新生。许多大学还

建立了荣誉守则制度，新生入学时，都要求在
A4 纸的复印栏上签名， 做出学术诚实的保
证。

以罚打击欺诈
英国专家建议本国政府建立专门的反欺

诈同盟小组，增加投入，防止有经验的调查人
才流失， 因此平均每年被起诉的人超过 1 万
名。除了查处冒领事件，小组也会在公共传媒
上做“打击欺诈运动”的广告，指出作假行为
是错误的、 不可容忍的。 他们一方面鼓励诚
实，告诫欺诈行为将受到惩罚，另一方面鼓励
公众举报那些不诚实的行为。

先消费后付账
瑞士人的诚实有礼给许多外国游客

留下深刻的印象，根本原因是诚实守信的
传统民族精神得到了世世代代延续。 1907
年瑞士国会通过的《瑞士民法典》是世界
上最早制定的民法典之一， 其中规定 ：

“任何人行使任何权利， 或履行义务，均
应以诚实信用为之。 ”这使得许多本国服
务行业都实行先消费后付账的方式，将账
单寄到家中，在规定的日期内支付，其实
行基础就是全体国民良好的信用。

链接＞＞＞

无人购物处
学生自觉投币

重庆璧山实验小学有一处无人收钱的文
具店，被称为诚信购物处。 在这里，学生可自
行购买，主动付钱。

诚信购物处开办之初，放了 200 元左右的
学习用品， 可最后盘点时， 铁箱里只有 180
元。 “我们知道，有的孩子没有自觉投币。 ”校
长傅静说，但学校没有就此事追查学生，而是
举办了一系列 “人人争做诚信小公民” 的活
动，以此告诫孩子要诚信做人。 从那以后，再
没发生过类似事情。 （来源：重庆晚报）

你不得不知的“诚信教育”

（综合《中国青年报》、《北方新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