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班回家吃个饭也被通报批评。 ”“李红是广西
省西林县一所乡镇小学的教师。 她还记得，3月 3日，
下午 5 点下班后，她就回县城的家去吃饭了，没想到
晚上 7点被到校督查的暗访组认定为脱岗。 ”

（《中国青年报 》3月 28日）
对于此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方面是李

红感到不理解：“为什么下班时间也不让回家？ ”何况
家里年迈的公婆和年幼的孩子没人照顾，想来情有可
原。 另一方面，教育局“对教师的‘走教’行为进行规
范”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倒也无可厚非。

然而，能让李红“理直气壮”甚至心生辞职的想法
却是乡村教师一直以来的尴尬处境： 课时负担重，一
个老师要身兼几门课程；工资待遇低，凑合着养家糊
口；职称评聘难，一辈子也就混个初级职称；生活环境
差，有时不得不和其他老师挤宿舍……和城里教师相
比确实吃亏不少，其结果不言自明，自然就是想方设
法向城里爬，乡村教师队伍流失严重，留下的大多是
些“老弱病残”。所幸，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 (2015-� 2020 年)》 提出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
遇，逐步形成“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地位待遇越高”的
激励机制。 毫无疑问，这项“计划”让乡村教师吃了一
颗定心丸、暖心丹。

安心才能乐业，对于乡村教师来讲，能不能让其
有积极性投入乡村教育，能不能让其安心扎根乡村教
育，能不能让其奉献乡村教育，关键是政府能不能拿
出“干货”让其安心，保证他们不吃亏，而不是空喊“奉
献精神，蜡烛精神”的口号，特别对于中西部偏远山
区，就更应该在工资待遇、职称评聘、生活保障等方面
有明显倾斜。教育管理部门想方设法提高教育质量这
无可厚非，但不能芝麻西瓜一把抓，见事就搞一刀切，
让本来在各方面都有差于城市教师的乡村教师更加
窝心。总而言之，义务教育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公共品，
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此进行大力度投入的题中之意是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建设，既然是一
体化，那么就不能让乡村教师吃亏，否则尴尬的不仅
仅是乡村教师的处境。

别让乡村教师吃亏
湖南省教育厅 蒋志平

网络时代，教育正搭乘“互联网 +”的
春风，以蓬勃的姿态发展，从揭秘《红楼梦》
的刘心武到剖析高中历史的袁腾飞， 一大
批名师、优秀老师因为互联网声名大噪、身
价倍涨。 笔者以为，在我们高呼“提高教师
地位，改善教师待遇”的当下，在线教师时
薪过万超“网红”的新闻实在是振奋人心。

名师成“网红”于学生是好事。“网络课
堂”让名师走出封闭的名校校园，走出昂贵的补习班大门，只要
有网络，学生们即使身处偏僻的农村，也能和城里的学生一样，
“坐进”名师的课堂里学习。通过网络，学生可以及时发表意见，
反馈自己的学习情况。此外，互联网打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学生
有可能利用碎片化的空闲时间， 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整学习。
特别是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虚拟现实技
术的发展有望让学生通过网络“亲临”课堂，参与到课堂“互动”
之中。

名师成“网红”于教师是好事。教师囿于学校或者体制的束
缚，只能在自己的学校讲授固定的课程，而课程的内容又受到
考纲的限制。 开放的互联网其实提供了一块实验的土壤，老师
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教学， 可以不断创新教学内容和形
式，而数以万计的学生将用鼠标投票，决定老师的“红”与“不
红”。大浪淘沙，适者生存，在激烈、公开的竞争中，真正有本事、
有水平的名师自然会留下来，通过过硬的知识获得丰厚报酬。

名师成“网红”于教育本身更是好事。 当前，我们的基础教
育面临着种种顽疾：名校学位难求，学区房高烧难退，在职教师
有偿家教家养屡叫不停……以上诸多问题的根源无非是优质
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公，而网络的开放性恰恰让不公变得公平起
来。

笔者乐见名师成“网红”，但更想提醒“网红”教师应时刻铭
记自己的“教师”身份，再“红”也别忘了“教书育人”的本职。 而
我们的网络教育平台，切莫放松了监管，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优
质的内容才是学生、消费者永恒关注的焦点。

在小学生眼中，成人身上有什么缺点，哪些毛病
最难改？ 在刚结束的第 32届楚才作文比赛中，10000
多名六年级学生有 3000 多人集体数落成人陋习，其
中，家长玩手机成为所有陋习之首。 因为只顾着玩手
机，餐桌上爸爸面前的饭菜不香了，妈妈陪孩子写作
业变得心不在焉了。

（3月 31日《武汉晚报》）
孩子的心中有太多的疑问， 最核心的莫过于：为

什么自己在父母的心中居然还不如一部手机。 现在，
数千小学生集体数落家长玩手机的陋习，实为对亲情
的一种渴求。 当手机占据了家长们太多的时间，对孩
子就难免会疏忽，尤其是对尚处于懵懂之中，急切需
要得到父母关爱， 给自己更多亲子时间的孩子而言，
手机依赖症下的父母，离自己的要求越来越远，久而
久之便成为一种内心的疑虑与对亲情的渴求。

玩手机对亲情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千里
迢迢回家探望父母，结果大部分时间都浪费在了玩手
机上；朋友之间聚会，不久之后就是旁若无人玩着手
机，跟身边的人很少进行交流与沟通。可以说，手机已
夺去了现代人的自由，并割裂和伤害了人与人之间的
真挚情谊。

从科学的层面来说，手机依赖症属于一种心理疾
病，因而在思想上不能轻视。 不过，手机依赖症如同

“温水煮青蛙”一样，是长期的习惯，若不能正确认识
到它的危害性，并采取更多的措施远离手机，那么就
可能越陷越深。 对此，一些组织和个人进行了远离式
尝试，比如有公益机构倡导要“不带手机三天”，让自
己更亲近于自然。 当然更多的则是，在认识到危害的
基础上，重新融入和回归到亲朋之间，去重拾与人相
处的快乐。

只有虑及到别人的感受，才会从自我设定的“手
机圈”中摆脱出来。 孩子数落父母玩手机是强烈的亲
情渴求，也是对摆脱手机依赖，把空间和时间还给孩
子的呼吁。 手机依赖不仅占用了自己宝贵的时间，也
成为亲情最大的毒药。 从手机依赖之中走出，是父母
的责任，更是孩子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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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余娅怎么看

主持人 余娅

“在线教师”贵过“网红”
读者点题：近日，株洲的周女士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一张某在线辅导老师的课程清单，2617 名学生购买了一节单价 9

元的高中物理在线直播课，扣除 20%的在线平台分成后，授课老师一小时的实际收入高达 18842 元，这个薪资甚至超过当下
火热的网络女主播。 据央广网报道，网传的高收入是真实的。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张湘林 我们应对“在线教师”这一新
鲜事物给出正面评价，因为“在线教师”盘活了现有的教育资
源，打破了学校的围墙，一大批优秀教师得以走出校园，通过互
联网传播知识。 网络课堂的优势在于选择权掌握在学生的手
中，老师的课讲得不好，自然没有市场，在这样的氛围中，“在线
教师”的收入想要超过“网红”，并不是简单的事情，网络授课无
疑对他们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怀化家长刘香凌 孩子的自制力差， 一上网就只知道打
游戏、看动漫，我怎么放心让他在网上学习。 再说了，网络上的
东西很复杂，真假难辨，上课的老师有没有资质，上课的内容合
不合规，都缺少监管。 所以，我宁愿为自己的孩子选择一些有口
碑的老师，上面对面的辅导班，这样家长更放心。

@ 永州四中毛源“在线教师”通过勤劳致富未尝不可，但
他们的高收入势必让很多公办学校体制内的在职教师眼红。 在
职教师或者打擦边球，一边在学校上课一边在网上兼职，或者
干脆离职去互联网上“淘金”，危害不小。 一来“有偿家教”明目
张胆地出现在网络上，增加了家长的经济负担、学生的课业负
担。 二来公办学校的优秀教师资源流失，学校的教学教研也会
失去活力。

@首都师范大学方海光 一方面国家应当制定专门的行业
标准和评估办法，将网校的准入门槛、师资力量和授课纲要等内
容都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推动其健康、规范、稳定发展；另一方
面，“网校”应从完善教育质量的角度出发，避免对教师进行类似

“造星式”的过度包装，在公司盈利和教育情怀之间找到平衡点，
保证教育质量。

@媒体人邓海建 最值得反思的是，当社会机构创新出“在
线教师”有偿服务，公立学校的课外辅导却仍停留在“自习室阶
段”。 为什么时间与精力都够得上的各级学校不肯在信息化教
育中往前多走一步？“在线教师”收入超过网红，该不该治理是
一回事，最该教育主管部门反思的是：作为公共服务的教育，在
“互联网 +”时代，是不是还应做点什么？

乐见名师成“网红”

又到了一年考研复试的季节，研究生
调剂话题又成了舆论热点。 一些高校有意
设置调剂“门槛”，明确给出了“985”“211”
这样的接受调剂条件。 有的高校在调剂通
知上直接规定“双 985 高校”，即本科就读
学校和考研报考学校同为“985”大学才具
有调剂资格。

踏上社会之前，考生们还没来得及做
好心理准备去接受结构性的就业歧视，大
学便已经在考研调剂问题上开始了一场
并不陌生的歧视演练。 大学里经常谈与社
会“接轨”，可万万想不到是以这样的方式

“接轨”。
诚然，“985”“211” 大学的学生总体上

优于其他考生，这一判断相信不会有太大
争议。 然而，这只是一个总体意义上的概

率判断，不是一个绝对概念。 用概率论来
“指导”具体问题，向来都没有什么把握。
对具体的个体而言，打着概率幌子而给一
个普通的生命下结论，单在思维方式上就
是经不起推敲的。

之所以抛出“985”“211”这样的调剂条
件， 有学校解释说是出于招考效率的考
虑。 那问题就不一样了，大学毕竟不是买
方市场，除了效率，不是还应有人文和情
怀吗？

大学原本是倡导科学思维与人文话语
的“道场”，但最终还是卸不下“985”“211”这
些虚名。 在这场与每个具体命运的相遇中，
还没顾得上打个照面， 大学就已经毫无诚
意地躲闪开来，留下一地的虚荣与傲慢。

2013 年 4 月，教育部出台文件，明确

规定在教育系统发布的一切就业招聘信息
中，禁止出现“985”“211”字眼。 然而，今天
的研究生复试调剂中， 面对学生的身份歧
视可以说是愈演愈烈。 也许只有在看不见
出身的初试考卷中，每个人才是公平的。

那些起点不好的人，通过个人的努力
最后逆袭， 不正是一个标准的励志故事
吗？ 跌倒了，还可以从头再来，因为风雨之
后的成长从来都是那般壮美。 多少这样的
励志故事，让人握紧拳头，泪流满面。 不会
因为一次失败而将他彻底打入冷宫，给一
个失败的人更公平的机会，这原本就是社
会包容与社会文明的一部分。 然而，多少
人只愿意聆听故事里的美丽，却不愿面对
现实里的故事，更不愿谱写并见证现实里
的传奇，想想也蛮残忍的。

据钱江晚报报道， 公共自行车解决了出

行的最后一公里问题，颇受市民欢迎。 然而，

自行车遭到各种破坏的情况，却常有发生。 最

近，宁波市公共自行车公司发现，一群熊孩子

先后拔走了 65 辆公共自行车的钥匙，还弄丢

了 30 把。 初步估算，至少造成 260 名市民租

车受到影响。 拔钥匙的熊孩子们，父母应该管

管了。

图 /文 王铎

拔钥匙的熊孩子

不能再在“985”“211”的门缝里看人了
□ 刘涛

□ 堂吉伟德

正视家长玩手机的
亲情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