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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师说
观点峰会

读者点题：常德的读者龚女士来信编辑部，国家“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她和同为独生子女的先生打算再生一个孩子。没料到此
举被 13岁的女儿小艺坚决反对，小艺甚至用自杀威胁父母，并放出狠话：“再生一个我就把他掐死！ ”无独有偶，媒体报道，长春市民
杨女士也想再要一个孩子，然而当夫妻俩和 8岁的女儿彤彤说出想法后，彤彤以拒绝去辅导班和绝食等方式进行“抗争”。

家长们不曾想到，“二孩”遭遇到的最大阻力，居然是来自“第一个孩子”。 那么，孩子站出来反对“二孩”，究竟是不明事理还是自
私作祟？ 要不要“二孩”，该听谁的？

余娅怎么看

话题征集：

下一期讨论什么？ 我们向广大读
者征集话题。

只要是新近发生的关乎教育的热
点事件，您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并附上
您鲜明的观点。届时，我们将通过网络
公布您给出的“题目”，让不同的声音

产生碰撞。
投稿邮箱：248919363@qq.com，

欢迎您加入《科教新报》 评论者 QQ
群：292316380。

要不要“二孩”，该听谁的？

且慢“罪化”独生子女
今天的中国家庭，走上了一条小而精的道路，在

普通的三口之家或五口之家， 父辈、 祖辈将全部的
“爱”倾注给孩子。笔者相信，没有谁能天然地接受原
本属于自己的东西被人瓜分， 何况是懵懂无知的孩
子。 他们的过激行为，不是源于天生的“恶”，而应该
源自内心的恐惧和焦灼。
细心者不难发现，两起事件中的主角都是女孩。不可

否认，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女生有更大的不安全感。 社会舆论很
容易将父母生二胎的行为解读为“他们想要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 由
于缺乏安全感，当孩子接受到这样的信息时，她们才会拿自己的生命威胁
父母，保住她们看得见的幸福。 与其说她们患上了公主病，不如说是她们
对未来的恐惧，逼得她们出此下策。

更让人担忧的是父母的手足无措。 单独二孩的父母本身就是出生于
80、90年代的独生子女一代， 他们没有机会学习如何与兄弟姊妹相处，如
何与另外一个孩子分享父母的爱。 待到他们为人父母，也无法教自己的孩
子如何去面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孩”的情况，自然会显得无所适从，甚至做
出放弃第二个孩子的地奈之举。

所以，舆论先要反思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而不应该一边倒地
“罪化”未成年的独生子女。 虽说人伦亲情“血浓于水”，但要真正接受并处
理好“多一个孩子”的现实，父母和孩子都有许多功课要补上。

首先是父母，在做出决定之前请先征求孩子的意见，告诉他们拥有一
个弟弟或妹妹是多么快乐的事情， 帮助他们消除心里的疑虑。 于学校而
言，生命教育一课也不能落下，无论是将要降生的小宝宝，还是自己，每一
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都值得我们予以尊重，用心呵护。

年轻的 80、90后父母经历过成长的孤单，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一个
血肉至亲。为家里添一个孩子，于孩子于父母，都是幸福的事。但生养两个
孩子，不仅是对家庭经济实力的挑战，更是对亲子关系的挑战，做好准备，
才能欣然应战。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张湘宁：有人说是父母
的溺爱，让孩子冷漠无情，最终做出荒唐的事，我
并不这样认为。 生二胎不是父母两个人的事，而
是一个家庭的事， 父母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不
能忽略已经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的大孩子的想
法。 他们在父母和祖辈的关爱里成长，的确不愿
意有个弟弟（妹妹）来夺走原本只属于一个人的
东西，说这是自私，但也是人之常情。父母应该理
解，并给出正向的引导，而不是一味地指责子女。

@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林日新： 这是家
教的失策，一家一切围绕孩子转的做法养成了她
霸道、任性，不尊重长辈，不懂得感恩的个性。 如
果不加以批评指正，而是过分地迁就她，这是后
患无穷的，到头来，她就会更加变本加厉，待她走
入社会后，怎能适应繁杂多样，讲究协作的社会，
孤僻且强势的性格极易让人产生极端的想法与
做法， 到头来不仅会伤害无辜也会因此毁了自
己。

@ 读者杨蓥晖：不能因为仅是“养得起”，就
能在这项基本国策上开一辆“二胎直通车”。恰好
家有孕妇，连续几个星期，都得去一家省级妇保
医院检查、复查，其他不说，单是长龙般的如厕队
伍，架势不逊春运，看着憋着一口气的大肚子妈
妈，甚是可怜———设想一下，二胎政策若能在以
后顺利进行，那么，留给医院的压力，不单单是多
造几个蹲位，解决孕妇们如厕的小事，还有“看病
难”这个沉疴问题，势必会给近年来力求卸重的
医疗体制改革带来新的负担。

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 2014 年发布
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流产多达 1300 万人
次。 这还不包括药物流产和在未注册私人诊所做的
人工流产数字。 人工流产问题已经呈现出低龄化趋
势。我国每年人工流产总数中，25岁以下的女性约占
一半以上，大学生甚至成为人工流产的“主力军”。

过早地做人流或是过多地做人流手术， 影响到
的不仅仅是女性的身体健康， 而且还会影响到以后
的生育。 一些低龄人将人流当成了避孕措施，这也是
相当可怕的。 无论是人流的母体还是胚胎，生命都是
值得敬畏和珍视的， 而泛滥的人流广告和巨大的人
流数据， 误导了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生育观、 价值
观，形成了漠视生命的错误观感，败坏了社会风气，
降低了道德水准。

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低龄人流现象， 原因不外
乎是这些：少数人在婚恋问题上不尊重婚姻，拿感情
当儿戏，没有社会责任感；各种信息的传播渠道更加
多元、更加不可控，孩子过早地偷尝禁果，正是对于
青春期躁动被压抑、家长与学校只注重升学教育、社
会上滥交与包二奶等无德行径以及不良信息频频

“示范”的结果；年轻男女对于避孕知识的了解还不
多，在性生活中无保护措施；教育部门对于中小学生
性教育普及还不到位， 而社会上的娱乐宣传品充满
了暴力色情， 甚至连动画片也出现赤裸裸的色情画
面。 当人体荷尔蒙激素的分泌很难得到安全的释放
时，那酿成恶果就成了无法排除的“青春之痛”。

就“孩子妈妈”日益低龄化而言，我们一直只在
呼吁设立性教育课， 其实这只能算是扎好了安全篱
笆，而补救措施同样不可或缺：如政府机构要出台相
关规定，规范人流广告的发布，强化对医疗机构的监
管，提升医护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遏制人流背后的
利益冲动， 从而全面提升公共卫生水平和生命科学
知识水平，让敬畏生命崇尚科学成为社会共识。 要做
到这些，一方面需要更为完善的家校教育制度，另一
方面则要求执法部门要加大对出版物影响的打击，
绝不能让黄毒危害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

“我们的青春耽误了谁负责？ ”位于大兴区榆垡
镇的北京黄埔大学的几百名大三、 大四学生陷入了
到苦恼之中。 不久前， 校方向这些孩子颁发了毕业
证，让他们提前离校。 校方的离奇做法让大家感到困
惑，多方查询，他们发现北京黄埔大学的“真身”是民
办非学历教育机构，根本就没有颁发毕业证的资格。

类似“黄埔大学”这样的民办高校，能够有学生
拿出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白纸黑字写着“全日制本
科”，那么，何以 3 年便打发学生毕业，毕业证上更是
堂而皇之地改成“专科”，无论是学制不满，还是学历
打折，显然都是不折不扣的违约。 尤其是当“宣称要
与一所高中合作，学生全部要限期离开学校，学生可
以提前领取毕业证”，如此将学生“召之即来，挥之即
去”，更是单方面撕毁契约，即便不是招生欺诈，但违
约责任却无论如何也无法撇清。

而更加要命的则是，明明是民办非教育机构，为
何能以学历教育的名义招生？ 明明招生不在国家计
划招生范围，何以却能让诸多学生慕名而来？ 相关的
教育监管部门，何以对这类“野鸡充凤凰”式办学也
这般后知后觉，这里面有没有监管失职，恐怕同样需
要追问。 还有多少“黄埔大学”式教育陷阱，则更令人
担忧。

打开百度， 造假事件接连不断， 有中考涉假加
分、大学论文剽窃蒙混过关、对考场作弊行为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众所周知，教育事业，首先是育人，
然后是教书。 教师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其必备的首
要条件就是要具有高尚的品德。 一个社会的常态是
不同人的师德存在一定的高低差， 整体能够形成一
个良性生态。 解决目前教师道德低端问题要划清道
德与法律的边界，一者，深化组织领导，成立专门打
假领导小组， 运用法律武器严厉打击、 查处情节严
重，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二者，强化政府职能部门
和行政执法部门的配合联系，协同作战；三者社会上
要积极营造全员打假氛围， 通过宣传教育形成制假
有偿举报机制，让骗子无处遁形。

周末读到一篇标题为《在美见闻录：
我儿子的数学真是体育老师教的》 的文
章， 讲述了自己的孩子从北京转学去美
国，数学科目被一个“体育老师”教成了满
分的故事：

儿子自 6 年级转学到美国，数学一直
不怎么好，成绩一直是 F，7 年级结束时更
是差点留级。 然而， 事情的转折点发生在

“我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原来， 今年教孩子数学的老师， 是 7

年级时教他体育的老师。 这位老师的独
特之处不仅在于他有体育、 数学老师双
重角色的特别身份， 而且更在于他的特
别的教授方式， 上课的时候常常给学生

讲故事， 他出生在哪个州， 在哪长大， 养
过什么宠物等等； 还会每次“教错题”，
让课堂热闹起来……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用中国父母
的眼光来看，这本身就是一件不靠谱的事
情，更别说这位教师别具特色的教育教学
方式了。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体育数学老
师却让孩子的成绩，在孩子升入八年级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使得孩子的数学成绩变
为 B+，并在小测验中取得满分。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 ”———这个看
上去显得有些稀奇的故事，却也包含着令
人深思的道理。

文中孩子的美国学校所在城市，要求

老师必须体育好，不管是教什么课的老师，
都被要求必须能带体育课。 这条要求不仅
解释了“体育数学老师”出现的原因，同时，
更是对任课教师高标准高要求的一条借
鉴。让体育精神浸润校园，本是我们素质教
育中的应有之义， 但常被我们忽略的是教
师的示范作用。

同样， 给我们启示的， 还有这名“体
育数学老师” 特色的教学方式， 看似不靠
谱， 背后却蕴含着教师尊重孩子， 调动孩
子兴趣的用心和创新， 更多地让孩子主动
参与。 这些看似“偷懒” 的上课技巧， 却
正是我国教师成为 “好老师” 所需要借
鉴和学习的。

当“体育老师教数学”从调侃变为现实
魏哲哲

治人流低龄化之痛
须多方会诊

借壳招生，教育也需打假
桃江县灰山港镇小学 陈定山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联合进
行的“儿童安全用药大调查”显示，我国儿童不合理用药高达 12%~32%。
国家食药监局相关数据显示，我国 3500 多种化学药品制剂中，供儿童
专用的不足 60种，90%的药品没有儿童剂型。 适宜儿童的剂型，例如粉
末吸入剂、栓剂、糖浆剂、滴剂、气雾剂等，所占药品品种数都很有限。

儿童用药必须“量身定做”，而不是按照成人的量来模糊掌握，否则
会给他们的生命健康带来潜在威胁。 近年来，在保证孩子用药的合理安
全和剂型开发方面，临床医生和药物研究者都给予了极大关注，也取得
了一定进展。 但儿童用药新剂型所占比重较小，开发速度缓慢，“供幼儿
专用的不足 60 种”即是例证。 给药剂量不准确、相关信息不充分、药物
剂型品种及规格单一、产品包装欠缺等现象依然存在，成为我国儿童用
药安全面临的“拦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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