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到读书，许多老师就会抱怨工作太忙，家庭
事务缠身，没有时间。 不可否认，对于教师特别是中年
教师来说， 上有老下有小， 时间紧确实是很普遍的现
象。 不过时间这个东西，具有很大的伸缩性，有没有时
间读书，就看自己会不会去“挤”了。

我国古代就有许多人是“挤”时间的能手。 三国时
的董遇在这方面总结了很好的经验。有一次，他劝一个
要拜他为师的人先回去读书，并告诉他：“书读百遍，其
义自见。 ”当对方说找不到那么多时间去读书时，董遇
便诱导他说：“当以三余。 ”并且详细解释了“三余”：“冬
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也。 ”意思是说，他
利用了三种空余时间，那就是一年中的冬天、一天中的
晚上和平日里的雨天。

细细想来，董遇的“三余”读书又何尝不是笔者自
己读书的真实写照呢。

吃完晚饭， 静下心来在灯下读书真是件十分快乐
的事，笔者主要选一些短小文章读，如短篇小说、文摘、
教育案例等，这样短时间可读完整篇，细读慢嚼，回味
无穷。双休日，除了家庭事务以外的时间笔者都用在了
读书上。寒暑假是教师的特殊待遇，也是学习提高的大
好时机。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笔者主要选择一些教育专
著、中外名著来阅读，这些教育大家、大作家的作品值
得好好斟酌斟酌。

当然，可利用的读书时间还是很多的，远不止“三
余”。 笔者身边也有许多教师利用开会前的几分钟看
书，在学校和学生共读，有些教师利用“候机、候车、坐
车”之“三余”来读书看报。 总之，有心的人总能找到读
书的时间。

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而刘安在《淮南
子》中说：“谓学不暇者，虽暇亦不能学。”一句意大利谚
语说得更加鲜明生动：“懒汉从来没有时间。”事实难道
不是吗？对教师来说，书不能不读，时间靠自己去找、去
挤，如果教师都能做到惜时如金，那么，要想读书就一
定能如愿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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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怎么看

戒尺热卖，“不打不成才”卷土重来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王辉庆 鲁迅先生说过，对待一
件事物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但这
个度往往很难准确把握。当年，赏识教育观念被广为提倡，结果
造成教育矫枉过正：学生更见自信满满、个性飞扬的同时，熊孩
子与玻璃心孩子也越来越多。 此时，不少有识之士开始重拾惩
戒教育，以弥补片面赏识的不足。戒尺网上热卖，体现的正是惩
戒教育思维的存在、扩展与逐渐成熟，是时代的呼唤。

@ 读者魏达 戒尺热卖，表面上是传统教育的回归，是国
学经典的传承，但细究下，这种行为属于浅层次的模仿。用戒尺
惩罚学生，在古时候没有问题，可是如果照搬过来，未必就合
适。环境变化了，思想变化了，观念变化了，习惯变化了，有些东
西也就不适应了。惩罚学生方法多样，干嘛非得用戒尺？笔者以
为，这种景象就像演戏，与现代环境格格不入。如果真要用古人
的方法教书育人，那岂不是要打造茅草棚的教室，上课要敬书
本，背书要背手，学习要盘腿，下课还要行礼？

@ 长春理工大学杨红星 从字面上来看，“戒尺” 的主要作
用是“训戒、惩戒”，而人就像一棵树，往往需要修剪才能茁壮成
长，这个修剪的过程离不开训戒和惩戒。 在笔者看来，无论是家
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既需要赞美和鼓励，也离不开适当的戒尺
教育。缺失了惩戒的教育是有缺陷的教育，极易造成受教育者应
有的畏惧感的弱化。在某种程度上讲，近年来频现报端的校园欺
凌事件正是源于欺凌者畏惧感的缺失。从这个角度来讲，传统戒
尺严厉外表下所包裹的教育善意，必须得到传承和弘扬。

@ 会同县王家坪明德学校林春 随着教育的发展，传统的
“不打不成才”教育观念已经逐渐被舍弃，现在教育多以说教和
沟通为主，让孩子懂得道理，明白是非。 当下，戒尺更多的是作
为一种文化商品而存在，部分家长买戒尺是希望对孩子起到一
定的威慑作用，而更多家长属于盲目跟风，他们自己可能都不
清楚戒尺的真正内涵，使用次数也极少。 所以，戒尺网上大卖，
并不能说明“不打不成才”教育卷土重来。

新闻背景：旧时私塾先生对学生施行体罚所用的戒尺，如今在网络上又红火起来。 网络商城上，戒尺又开始热销，这
些升级后的戒尺被刻上了《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等古代训诫语录，价格从 1 元到 2000 元不等，其中销量最好的
一家，月销量竟高达 8405笔。 难道曾经的“不打不成才”“黄荆棍下出好人”又卷土重来？ （4 月 18 日《天府早报》）

旧时私塾先生体罚学生用的戒尺，最
近成了“网红”，随着网络上戒尺的销量暴
涨，大家不由得担心起来：是不是旧社会那
套“不打不成器”的教育观念卷土重来了？

笔者以为，大家的担心大可不必，体罚
孩子的方法那么多， 何必要大费周章在网
上购买戒尺？这些买戒尺的家长，肯定不是

“棍棒教育”的簇拥。笔者翻看了某购物网站上的留言，一位家长
道出了大部分买家的心声：“虽然舍不得教训孩子，戒尺放在那，
也有震慑作用。”家长们希望用戒尺“震慑孩子”，在笔者看来，这
样的动机无可厚非。

且看看我们周遭，常有被宠坏、惯坏的“熊孩子”出没，对这
些无法无天的“熊孩子”来说，单纯的说教几乎没有半点“疗效”，
想要纠正他们的行为，必须要施以一定的惩戒，才能让他们心有
畏惧，有所收敛。这个时候，老祖宗留下来的戒尺不失为一件“利
器”———打手心会疼，但又不至于伤害孩子。特别是，我们的商家
刻上《弟子规》《三字经》等训诫语录后，戒尺多了一层教育意义：
做事不能越矩，做错事就要受罚！

当然，笔者更看重戒尺在震慑孩子之外更深层次的作用：提
醒手握“戒尺”的家长，孩子的教育不是一件可以随心所欲的事
情，每位家长都需要心怀“戒尺”，在教育孩子时，做到有所为，有
所不为：有所为，说的是家长不能过分宠溺孩子，任由他们肆意
妄为，孩子有错，必须拿出家长的威严，及时加以纠正；有所不
为，说的是家长不能过分纵容自己，遇有孩子犯错，不要不分青
红皂白，施以打骂，多一点耐心，就可以少用一点“暴力”。

我们常说，教无定法，戒尺代表的传统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
不一定全是糟粕，如果我们谨慎使用，扬长避短，就能发挥其积
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家长们一定要把握好度，拿稳手中的
“戒尺”，守住心中的“戒尺”，别让尺子伤了孩子的身，更不要伤
了他们的心。

浙江宁波 3 个熊孩子，在短短 10 多天内，强
行从公共自行车桩位中偷走 42 辆公共自行车，
这 42 个桩位也被损毁，初步估计，损失达 15 万
元之多。 3 个孩子都只有 10 岁左右，而更离谱的
是，事后，宁波市公共自行车公司的工作人员找
到他们的家长反映情况，家长称，要钱没有，让派
出所把孩子抓走。 公共自行车公司也挺无奈，类
似事件频发，他们打算在公共自行车网点建立未
成年人教育实践基地。

石向阳 /绘

最近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热播，剧中人物达康书
记也随之成为新晋网红。 在这几天厦门双十中学举行
的期中考试中，达康书记还“走进”了高二化学试卷，和
“汉东省”高层讨论起了垃圾分类问题。

（4月 23日《海西晨报》）
学校为给学生减轻学习压力，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

趣，常年花费精力进行创编，将热播电视剧、社会热点、
流行歌曲等改编进给学生布置的作业、考题之中，这种
精神实在是令人敬佩，但也需谨防过犹不及。

在当前的教育大环境下， 大部分中学生是没有足
够的条件去追剧、 追星的。 一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因为当前的热播电视剧一般都是长篇巨制，而且都
是在黄金时段播出，如果学生追剧，势必影响学习和睡
眠，这肯定是不被家长和老师所允许的。 二是出于身体
健康考虑，近年来，我国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堪忧，
尤其是他们的视力下降十分严重，如果再沉迷电视、手
机、电脑，身体素质一定会继续下降。 三是当前许多电
视剧、网络游戏、流行歌曲等，粗制滥造，插科打诨，甚
至肆意篡改历史，扭曲现实，而青少年又刚好处在人生
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如果缺乏正确引导，很容易误
入歧途。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家长、老师都会想办法严格控
制孩子们平时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即使在周末，也
会对他们加强引导。

所以，如果教师在课堂教学、布置作业甚至考试题
中过度引入热播电视剧、流行歌曲等方面的内容，就会
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一是容易使学生形成一种错
觉，认为这是鼓励他们要多看电视剧、多关注影星、歌
星。 二是容易造成新的家校矛盾，学生以学习任务为借
口向家长提出看电视、玩游戏的要求，家长却并不认可
这种做法，这便会无形中导致亲子冲突、家校冲突，从
而对学生的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不可否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适当引入热播剧、新
闻热点、 流行歌曲等做法， 有利于减轻学生的学习压
力，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也是对教师成长的一种更高
要求。 但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必须注意把握好“度”，加
强对学生的引导，做好与家长的沟通工作，切忌为花样
而追剧，为形式而追星……因为那样只会过犹不及，反
而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

4 月 18 日，21 世纪教育研究院、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 《中国教
育发展报告（2017）》显示：半数以上家长
认为当前孩子所在学校应试教育倾向严
重，学校在“注重孩子全面发展”上做出
改变，成为家长呼声最高的诉求。

（4月 19日《光明日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是教育的时

代诉求，更是学校教育的基本定位。什么
是人民满意的教育？ 家长对学校教育的
最高呼声———“注重孩子全面发展”，就
是最好的回答。

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
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
的人格， 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
任， 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
具。 ”法国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把学校存
在的本义、价值、目的归结为“教育即自
然生长”。古今中外对教育的经典诠释都

印证了这样一个道理： 教育的本质就是
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全面而个性的成长，
让其先天具有的潜能得到最好的发展。

在“知识本位”走向“核心素养”的新
时代，学生学习的范围越来越广，学习方
式越来越多， 学习路径也变得越来越多
元。 互联网改变了世界， 无论你愿不愿
意“看见”， 每一个孩子不同的学习风
格、兴趣、习惯，甚至节奏，都会直扑你
的视野， 学生全面而个性发展的诉求日
益彰显。

然而，教育现状却不令人满意。由于
传统应试教育观念的根深蒂固和教育制
度改革的相对滞后， 学校教育已偏离了
航向。 在一些教育工作者和地方官员的
观念中，所谓的“教育质量”就是分数和
升学率，“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
考，考，教师的法宝。 ”片面追求升学率，
片面追求分数，造成学生自主学习、自强

自立和适应社会的能力严重不足， 学习
苦不堪言。 试问： 这还是人民满意的教
育吗？

有人说，素质教育是青苹果，看起来
诱人，吃起来酸涩难咽；应试教育是臭豆
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时下，无论是影
响全国的“超级中学”，还是引发热议的

“高效课堂”，其鲜亮光环的背后是“高升
学率”的支撑。 唯有此，才会有趋之若鹜
般的盲从者。关注冷冰冰“分”的教育，而
忽视活生生“人”的教育，这是教育的悲
哀，也是教育广为诟病的症结所在。

自由即选择，选择即责任。哲学家萨
特的简单几字勾勒出自由选择之精髓。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让学生得到全面而
个性的发展， 必须把学习选择权交给学
生，实现学校育人模式的全面变革，真正
从冷冰冰的“分” 的教育转向活生生的

“人”的教育。

手握戒尺更应心怀“戒尺”

“你们抓走吧!”

教学追剧需防过犹不及
武冈市稠树塘镇中心学校 周卫军

巧用“三余”好读书
□ 苑少岩

教育应当关注“人”
□ 许兴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