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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因为怕孩子被拐走，不少幼儿园未雨绸缪
开展“防拐实验”，但效果差强人意，一半以上
的孩子都没有办法逃过“骗子”的魔掌，他们太
容易上当受骗。

实验结果不难理解。 成年人都没有办法做
到火眼金睛，识别身边的骗局，何况幼儿园的
孩子？ 他们不过是温室里的小花，刚刚离开父
母的怀抱，穿衣、吃饭这般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都没有掌握，哪里经受得住“骗子”的考验。

同样的道理，幼儿园的孩童单纯如一张张白纸的孩子，他们很
难能理解幼儿园组织“防拐实验”的初衷，也无法轻松学会分辨“好
人”“坏人”，更别提与“骗子”斗智斗勇。

所以事后才有孩子“连续几天不想上幼儿园，她说害怕自己真
的被坏人带走”。笔者相信，新闻中的孩子不是个案，在幼儿园受到
惊吓之后，肯定有不少胆小怯弱的孩子起了疑心，觉得幼儿园是个
危险重重的地方，不再愿意上学。 家长们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孩子
送进幼儿园，没料到这么一吓，又把他们吓回了家。

这正是“防拐实验”的不合理之处。 大人们扮成坏人，“吓坏”胆
小的孩子不说，“防拐实验”进行得太多，孩子也有可能产生惰性。 大
人们冒充“恶狼”吓唬孩子一顿，突然又揭下“面具”，告诉孩子刚刚
只是做实验，并非真正要伤害他们。 一次两次，就像“狼来了”的童话
故事，孩子们也许就不再害怕，不再提防。 当他们遇见真正的坏人，
会不会把他们当作“防拐实验”里的老师，继而一步步落入圈套？

如此看来，“防拐实验”虽是“未雨绸缪”，但也有其弊端。 保护
孩子的安全，需要在孩子身上下功夫，耳濡目染，言传声教，而不是
简单的“一手大棒一手胡萝卜”把他们当作实验对象。

往根本上说，孩子面临的“拐骗”危险症结源自社会，加强校园
安保，让“拐卖儿童”的不法分子无可乘之机，全社会行动起来，搭
建一张安全网，才能呵护可贵的童真。 主持人：余娅

“防拐实验”对孩子有副作用
新闻背景：近日，山西太原的市民刘女士致电本报讲述了自己遇到的困惑，自己的孩子在幼儿园参加了一项“防拐实

验”，没想到实验结束后，孩子连续几天不想上幼儿园，她说害怕自己真的被坏人带走。 幼儿园进行防拐实验出发点很好，实
验显示，一半以上的孩子会上当受骗，但是这样的实验对孩子真的有效果吗？ 怎样做才能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呢？

（10月 31日《山西晚报》）

@ 读者余雍雍 对幼儿园的小朋友进行“防拐实验”有
其必要性，现在的孩子多是父母的“心头肉”，是温室里的
花朵，没有经历过社会上的危险，遇到危险也不知道如何
处理。 幼儿园进行“防拐实验”，可以知道孩子们有没有防
拐的意识，有没有掌握防拐的知识，以此为基础进行防拐
教育，帮助孩子们分辨“好人”与“坏人”，才能让孩子们学
会保护自己。

@平江县南江镇中心小学钟愧傲“防拐实验”具有明
显的局限性，其实不需如此直面展现防拐的恐怖，能语言
表达的，可用语言进行强调，或是影视告诫，或是用玩游戏
的方式教会孩子分清好坏，学会自保，完全没必要进行真
实的现场模拟再现。 要是杀人与虐待动物等暴力血腥事
件，难道也需要准备现场杀人演示吗？ 答案绝对是否定的，
如此教育有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滑稽，根本收不到任何积极
的效果。

@湖南文理学院刘涛 有新闻报道显示，“防拐实验”中
一半以上孩子都会轻易上当， 足见孩子们的防御心理有多
么弱。笔者看来，幼儿园采用“实验”的方式让他们知道骗子
常用哪些手段，可以很好地提高孩子的警惕性。 同时，用实
验的方式模拟危险，也是对学校安保情况的考验，出现安全
漏洞及时补救，才能让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学习真正安全。

@ 武冈市邓元泰中心小学刘传斌 要增强孩子的防骗
意识，幼儿园和家庭要实现无缝对接，要筑牢由学校、家庭和
社会组成的幼儿保护体系， 公安等部门更要加大打拐力度。
学校应通过讲故事、唱童谣等孩子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授安
全知识和技巧。 教育孩子不是不能和陌生人说话，而是要学
会如何拒绝陌生人。因为，安全教育的本质是爱的教育，告诉
孩子要提防坏人，但也不要让孩子失去对世界的爱。

“未雨绸缪”恐成“狼来了”

余娅怎么看

� 11 月 2 日下午，陕西省榆林市绥德中学举办高三
年级成人礼，而在当天上午，高三学生家长被召集开
家长会，由各班家长委员会向每名学生的家长收缴最
低 500元的“助学助教款”，称这个钱是给老师的“辛苦
费”。 对此，绥德县教育局党总支书记霍亚利称，该行
为明显违规，将安排人员调查，如查实将要求退钱。

勾犇 /绘

乘着全面深化改革的东风,就地高考这块教育
改革“难啃的骨头”有了被啃动的迹象。 黑龙江、辽
宁、福建等多地近日相继启动高招报名,明确了随
迁子女的高考报名标准。 如何因势利导,进一步改
革完善社会管理制度、学籍管理制度等,让高考实
现更大程度的公平,才是高考改革的最大看点。

允许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就地参加高考,在推进
教育公平方面无疑很有分量。以进城务工群体为代表
的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他
们及其子女理应享有与付出相称的待遇。否则不但有
违公平,恐怕也无法让他们安心参与城市建设。

就地高考目前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相对发达的
城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心存顾虑,担心教育资源
再分配伤及自身利益,而所在地居民也担心随迁子
女就地高考会摊薄录取机会；二是久治不愈的“高
考移民”顽疾也在侵蚀着教育公平。

越是“难啃的骨头”越要坚决啃下去。 好的制度
关键在于严格的落实。 接下来,在条件明确的基础
上,各级政府及其教育主管部门应当狠抓落实,确保
“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实行就地高考政策首先应区分好随迁子女和
“高考移民”。 在执行过程中应该公开报名情况,接
受公众监督,防止暗箱操作,对“人籍分离”“空挂学
籍”“学籍造假” 等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
这样才能既保障随迁子女考试和录取的权利,又不
让“高考移民”有钻空子的机会。

就地高考问题不能久拖不决,但“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 由于涉及的区域、部门、人数众多,解决
这个问题不能不分情况、地域地“一刀切”。 在加强
对家长职业、住所、社保和随迁子女学籍管理的基
础上, 还应在相应的范围内, 尽力增加高考录取指
标。 在现行高考录取制度下,提供适当的增量,为当
地户籍考生和随迁子女提供更公平的升学机会,才
是最有效的措施。

就地高考不仅是教育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就
地高考的根源在于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由此产生
的教育资源分布差异。 从这个层面来说,加快中西
部等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逐渐缩小各地区教育资源
的差距,乃是治本之策。 而深入推进高考改革,改变

“一考定终生”制度并扩大高校自主招生,应当是高
考改革的大方向。

就地高考,
不能等也不能急

□ 白靖利

这个钱是给
老师的辛苦费如此“助教”

？

当今社会， 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
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
重要因素。 语文教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教
育的核心，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语文。 因此需要把中国传统
文化融入到语文教学中来， 将其与现代文化
结合， 让青少年更好地领悟和传承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 更好地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源
远流长。

语文教学改革亟需优秀传统文化的推动
在学校天天倡导素质教育的今天， 传统

文化依然在许多场合坐着冷板凳。 城乡的教
育差距、师资力量的不均、新的价值倾向都无
形地制约了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即使天
天抓课堂改革和质量， 许多老师还是发出恨
铁不成钢的教育感慨。 在不断倡导素质教
育、人文教育、创新教育表面上到底是什么制
约了社会文化路上的荆棘呢？ 到底是什么麻
痹了人民积极的思想和进步的愿望呢？ 究其
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一)、全球化时代的变故，正在进行着一
场文化意义上的革旧鼎新， 尤其在以经济建
设为核心的时代格局中， 经济制约了人类的

思想。 当我们受着国外“快餐文化”的侵蚀，
丢掉我们自己最优秀、 最应该学习的传统文
化的时候， 国外的学者却在努力地学习四书
五经， 我国很多优秀传统文化都亟需传承和
传递。

(二)、青少年对传统文化认识态度冷淡。
由于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在部分青少年的
心目中传统文化就是文言文， 以为穿上古服
就是在传承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智慧结晶；以
为学习了文言文、古诗词就传承了传统文化。
而对四书五经之精华、弟子规的忠告、古人至
理名言及谆谆教诲却知之甚少， 漠视传统文
化所蕴涵的丰富内涵价值。

(三)、传统教育难以改革。 许多老师对传
统教育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有一套行之
有效的方法，讲课之乎者也，内容枯燥无味。
导致学生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 被动地为了
考试而死记硬背，机械地去学习。

(四)、学习传统文化大环境氛围不浓。 家
庭在孩子的教育中起着重要作用， 由于许多
青少年的父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并不
重视， 所以孩子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了解更是
匮乏。因此，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面临着极

大的挑战。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语文当先行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传承中国优秀传统

文化，关注学生传统文化的熏陶，把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到语文教学中， 以此推动语文
教学改革，是当代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么
在语文教学中如何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载体，
推动语文教学改革呢？ 我认为可以从下列渠
道展开工作：

（一）、注意积累传统文化精髓，并进行归
类讲解。 传统文化浩如烟海，用之不竭，无论
哪个行业或领域，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为了
更好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可以让学生接
触一些实用的名言警句及美文美图， 内容可
包括国学经典课、文学欣赏课、楹联教学、诗
文写作、书法等等，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传
统文化科目进行学习。

（二）、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传
统文化教育氛围， 通过社会化的大环境来培
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兴趣。 学校可以开
辟一系列的文化长廊、传统文化专栏、名人名
言邀我行、历史文化角、历史博览展，形成独
特的校园文化， 通过传统文化中人文内涵对

学生的熏陶感染， 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和良好的道德品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审
美情趣和文化自信。

（三）、利用良好的课堂教学，形成“以读
为本、师生互动、活泼高效”的课堂教学模式。
“书读百遍、 其义自现”， 传统文化不读不以
知，不读不能解。 利用各种形式的阅读，让学
生学习自主化、朗读情感化、理解个性化、作
业多样化，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就越来越深，越
来越明了。

（四）、结合学校校本课程在学生中广泛
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民风民俗民
情、知道名人名言名师。 在名人名言等优秀
文化的激励下，学生的思想、品质、精神、品
位能潜移默化地得到提升；语文水平、科学
理解、逻辑思维、人类进化等知识也会积累
得更丰富。

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
新。作为语文老师，只有依托积淀千年的华夏
文化，进一步加强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不断
改变教学方法，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课堂、
融入到生活、融入到行动，社会才会进步，我
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就会早日实现。

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中
邵阳市新宁县安山乡中心小学 徐成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