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四点在学校门口排队，提交材料
时带着上百份获奖证书……近日，南京一
些民办学校陆续启动“小升初”登记报名
工作。 一部分家长放弃休息时间，为孩子
上学的事儿“奔忙”。面对家长带来的各种
获奖证书，尤其是校外培训机构的证书和
各类考级证书，学校明确表示“不看”，请
家长“原封不动”带回家。

（4 月 23 日《扬子晚报》）
近些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小升初“免

试就近入学” 已经成为共识，“不看证书”
也成为初中学校录取操作中的规定动作。
不过，教育部规定的“不得以各类竞赛证
书或考级证明作为招生入学依据”只限于
公办学校，一些民办学校在招生时仍会看
各种证书， 甚至还有民办学校突破招生
“红线”， 通过各种秘密的方式搞成绩排
名，对学生“择优录取”。

民办学校也是学校，也当追求公平公
正，在招生中，“免试就近入学”的原则不
能突破，一些五花八门的证书更不应该成
为录取依据。

民办学校看重证书，必然引发家长的
集体焦虑。 因为害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家长们过早地开始为孩子镀金，让原本无
忧无虑的童年被考证、参赛塞满。 在小升
初过程中， 倘若看重各种各样的证书、资
质，只会让家长的焦虑进一步升级，无奈
之下， 家长把孩子拉进各类培训班 “深
造”，拔苗助长式的“伤仲永”闹剧将会遍
地开花。

不仅如此，许多证书鱼龙混杂，究竟
是如何得来的，令人生疑。 新闻中有位家
长竟然带来上百份获奖证书，这样的证书
究竟有多少“含金量”？倘若学校招生看重
这些证书， 不仅有可能出现证书造假现
象，说不定还会出现为了得到证书，家长
向培训机构进行利益输送的现象。

教育理应体现均衡与公平， 这一点，
民办学校也不能例外。 要做到公平公正，
就必须剥离附着在学生身上的各种 “名
誉”与“包装”，就应该机会均等地对待每
一个学生，就需要像有些地方“招生入学
工作通知”规定的那样，民办学校也采取
电脑随机派位方式招生， 不得通过考试、
变相考试以及依据各类证书等方式进行
招生。

少些证书
少些“伤仲永”

□ 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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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 读者杜建峰 尊重家长的知情权、 评议权、 参与权和监督
权，对于形成家校教育合力具有重要意义。 只有获得家长的广泛
理解与支持，积极动员他们参与和支持学校工作，学校才能获得
更好的发展。 选一个好老师不仅牵涉到学校，还涉及学生的利益，
而家长参与到招聘教师的事务中， 有利于充分发挥家长的智慧，
有利于招聘环节的公开公正。

@ 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向碧波 学生在成长中接受教育，不
是老师传授知识的“独舞”，更需要家庭教育、社会实践等多方面
的衔接配合。 而家长当面试“考官”，成为学校人才招聘的直接参
与者，为学校教师招聘工作提供参考，能吸引更多兼备渊博知识、
良好沟通能力的优秀人才加盟到教师队伍中。

@ 桃源县第三中学周琳 考察教师的业务水平， 家长可能资
历尚浅，但面试老师，家长却十分有发言权。 家长是家庭教育的主
力军，对孩子的情况十分了解，由家长来面试教师，不仅可以提高
家长和教师之间的相互信任，还能够建立起家长和学校之间的友
好联接。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学校让家长来到现场参与教师招
聘，不仅彰显了学校的胸怀，也为“家校共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金永淼 家长挑老师， 更在意老师
是否性格好，能否把孩子放在心上，至于他（她）是否懂教育，是否
能够做到“因材施教”，是否具备最新的教育理念，可能很难顾及
周全。 而老师的首要任务是教书育人，专业的知识背景和广阔的
教育视野必不可少，这就要求我们的“考官”家长，一定要摆正立
场、明确态度，不能让情感带偏选人的标准。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阳春 招聘教师需要有专业素
质，选人用人不能儿戏。 在不少家长眼中，理想的教师更倾向于性
格和善，能 hold 住课堂，让自家孩子成绩迅速提高的教师。这些特
质，虽然是学校人才选拔的重要参考，但一名“好老师”的标准还
要更为专业和严苛。 由是观之，让不专业的家长当“考官”，可能会
影响招聘的公平性和专业性。

@ 读者刘施婷 今天的家长，可谓压力重重，不仅工作繁忙，
还要为孩子的教育操心。 孩子的家庭作业家长要辅导，孩子的出
行出游家长要参与，连学校招聘，家长都要当面试“考官”。 俗话
说，术业有专攻，要求家长像“超人”一样，既要努力工作、关照家
庭又要参与学校事务，实在是太难为人，也该给家长减减负了。

教师招聘，家长也能当“考官”？
做为家长，可以帮助孩子选择合适的学校，但是选择什么样的老师，通常是由学校说了算。 近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一所学校

的教师招聘考试中，学校家长也来到了现场，当起了面试“考官”。
（4 月 22 日 东南网）

据中新网报道，日前，广西来宾市某小学发布一则学校揭牌仪式的通知，
其中规定：属马与属狗的师生不宜参加。 一位学生家长称，当地有这样的风俗
迷信。 对此，当地教育局认为，该校校长违反政治纪律，搞迷信活动，给予其停
职检查处理。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是传播科学知识的场所，容不得任何个人和组织
搞封建迷信活动。 “属马属狗师生”不宜参加揭牌仪式之类的蠢事，根源只有一
个：“三观”扭曲跑偏。

薛红伟

“三观”跑偏被停职

近日， 江苏南京的一位考研英语老师不顾
“偶像包袱”，在课堂上放弃“表情管理”，一大波
表情包走红网络， 网友纷纷直呼 “别人家的老
师”，“是戏精本人没错了”。 “表情包” 陈老师表
示，考研英语比较枯燥，为了吸引注意力，让学生
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状态，才养成了这个习惯。

（4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
人们对老师的一般印象通常都是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陈老师夸张的肢体语言、丰富的面部
表情，打破了人们对老师的刻板印象，吸引了学
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笔者认为，像李老师这样
的“戏精老师”越多才越好。

我们的课堂特别是大学课堂，往往是老师在
讲台上讲，学生在台下“貌合神离”。 分析造成这
种现象的原因，或许是老师授课的内容过于枯燥
乏味，或许是授课方式照本宣科、毫无新意；从学
生角度而言，可能本身不爱学习，也可能让课外
书、小说、手机等夺去了注意力。 为了提高课堂效
率，学校通常都是从学生入手，三令五申强调课
堂纪律， 甚至在教室安装摄像头监控课堂情况，
设置专门存放手机的储物袋，费尽心思让学生安
心学习。

激活课堂， 从学生的角度入手自然没错，但
同样不能忽视老师的作用。 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就
像是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 要想取得良好的传播
效果，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地位同等重要。 老师作
为传播主体，不妨多了解作为受众的学生到底需
要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多花精力研究怎么让学
生爱上学习。

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在监督和敦促台下的
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基础上，还应该支
持和引导台上的任课老师创新授课方式，转变教
学风格。 多鼓励“戏精老师”做好教学表演，为愿
意在教学方法上释放创意的“戏精老师”提供舞
台，让他们为课堂注入更多生机活力。

□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 林日新

在广西南宁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技能人才供需洽谈会上，用人单位纷纷
抛出高福利，吸引中职学生就业。 据副
校长林才丰介绍，今年四职校竹溪校区
有毕业生 1319 人， 其中 1070 人参加了
对口升学考试 ， 即将升入高职学校就
读，占比 81%。 直接就业的毕业生仅为
249 人， 其中过半数已与用人单位签订
了合同 ，因此造成了本次应聘 “僧少粥
多”的局面。

（5 月 6 日《南宁晚报》）
每每看到 “中职生供不应求” 的新

闻， 我们总会由衷地为学生的美好未来
感到高兴。 但同时， 这种乐观当保持审
慎，并不能由这则新闻轻率地下结论“职
校学生的春天来了”。 殊不知，这只是一
个个案， 并不足以代表全社会对职中或
者职高生的歧视已经成为“过去式”。 君
不见：多年来，虽然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

育， 但职业中学却得不到家长和初中毕
业生的青睐，普通高中人满为患，职业中
学招生却需要政府的行政干预， 仍然完
不成招生任务。 在中职学校中，学生普遍
感觉自己不被理解与尊重， 职业教育处
于“国家重视，民众歧视，学生彷徨”的尴
尬境地。

要想彻底消除社会对中职、 高职学
生的歧视，早日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
唯学历凭能力”的共识，我们应该学习德
国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与做法， 结合
实际，认真思考当前职业教育弊端，大刀
阔斧地进行一场教育上的改革和思想上
的变革。 争取早日实现“到 2020 年，形成
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
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
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
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标。 这样，
职业教育才能迎来真正的春天！

这样的“戏精老师”
越多越好

□ 彭玫

接地气的
家务作业更受欢迎

冷静看待“中职生供不应求”

从 2017 年下学期开始， 四川省达州市第一
中学初中部开始探索为学生布置家务作业。最初
的家务作业，从炒一道家常菜开始，今年的新学
期有了新气象：铺床叠被、洗衣服、炒菜等，已成
为每个初中生的“家务必修课”。

（4 月 28 日《华西都市报》）
为了提高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 很多学校

都布置过和达州市第一中学类似的 “家庭作
业”，但不少学校收效甚微、无法坚持。为何达州
市第一中学布置的家务作业能得到家长和学生
的一致好评？

笔者以为，一些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可能
过于“高大上”，陷入了追求形式主义的误区。 比
如让小学生制作精美的工艺品、参与公益活动、
制作动画视频，等等。 这些作业虽然很锻炼人，
但都不与学生的能力相匹配，最后反倒沦为“家
长作业”，不仅不受欢迎，反而让学生和家长怨
声载道。

而达州市第一中学的家务作业， 却很接地
气。 鼓励学生铺床叠被、洗衣服、炒菜等，既能让
学生掌握基本的劳动技巧， 增强他们的劳动意
识，还能提高他们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 学
生通过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家务作业，理解家长
的辛苦，感受劳动的快乐，懂得劳动的不易，自然
会生出感恩之心。 此外，叠被子、洗衣服、炒菜等
充满生活气息的家务作业，为孩子和家长提供了
交流机会，加深了亲子之间的感情，实践起来也
更为容易。

教育家陶行知有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 ”让学生适当做些家务活，就是在践行素质教
育， 就是在帮助学生提高生活的独立自主能力。
由此可见，素质教育不一定要多“华丽”多“高大
上”，完全可以从生活出发，从最接地气的小事做
起，让学生全面发展，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

□ 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明德学校 林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