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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 河南读者樊树林 2014 年教
师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师
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讲到，“教师
重要， 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
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徐金
中这一“跪”，令学生感动万分，对其
肃然起敬，并在安徽六安市市民的微
信朋友圈内迅速刷屏。 过去他教过的
的学生也纷纷给他打来电话询问病
情， 也让他感到了一种职业的荣耀，
因为他用自己的言行，感染每一个学

生，筑起了一座师魂丰碑。
@ 浏阳市沿溪完小钟春 一线老师随着年

龄的增长， 总会滋生出这样那样的职业病：慢
性咽喉炎、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等
等。 这些慢性病，说严重不严重，说不严重还是
会影响平时的工作、生活，甚至心情。 如果整天
唉声叹气、牢骚满腹，再生出抑郁症、强迫症等
心理疾病，岂不是雪上加霜吗？ 若能像徐老师
那样：面对疾病，坦然接受，乐观应对，该干什
么干什么，于人于己，都不失为一种爱人爱己
的最好方式。

@ 平江县南江镇中心小学钟愧傲 教师带
病坚持工作，精神可嘉、品德可敬，但体质亚健
康的教师苦撑硬扛的做法， 却不值得提倡，反
而显得太悲壮。 教师没有身体这个良好的革命
本钱， 短时的带病坚持表面给人的感觉很励
志，极易打动人心，但身体状况的长期恶化，肯
定会影响到正常教学；还会将负面情绪传染给
学生，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得不偿失。

@ 四川读者许兵 “老师跪地批改试卷”感
动的是网友和师生，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校方对
教师的关心不够。 膝下垫着几本书，跪着趴在
讲台上批改试卷的时候，学校知道该老师生病
没有，进行日常体检没有，有无相应的照顾手
段和措施？ 难道非要跪着趴着批改试卷，校方
就不能提供一些辅助设备， 减少老师的痛苦？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无惧疼痛、坚守岗位的奉
献是应该的，但校方、医院、社会的关爱更不可
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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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一张“老师跪地批改试
卷” 的照片在安徽六安市市民的微
信朋友圈内迅速刷屏。 照片中，教师
徐金中膝下垫着几本书， 跪着趴在
讲台上批改试卷，神情专注。 网友们
都被他无惧疼痛、 坚守岗位的故事
感动，纷纷点赞。 采访中，徐金中一
再表示， 因为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不
能久坐久站，跪着是最舒服的姿势，
没什么特别的。“学校有很多同事都
是带病坚持工作”。

（5 月 24 日《中国青年报》）

华东师范大学日前发布的上海大学生阅读指数报告显示，84.3%的大学生
将“手机阅读”作为最主要的阅读方式，而社交媒体阅读已经成为大学生数字阅
读的主流：排名前三的大学生社交阅读平台，微信占比 68.8%，微博占比 56.7%，
知乎占比 48.0%。

对此，有专家指出，基于社交媒体的碎片化阅读不能成为大学生阅读的根
本和全部，必须引导他们跳出碎片化的限制。唯有不断审视自己的阅读和思考，
并通过实践来提升阅读的品格，大学生们才能真正获得明辨是非和价值判断的
能力。 王铎

唯“手机阅读”不可取

近日，安徽宿州市萧县教体局下发通知
称，因部分学校供应的学生牛奶疑似存在安
全隐患，经检测合格后恢复供奶，要求班主
任提前一小时试喝，“待班主任试喝 （牛奶）
没有发现异样，确保安全后方可发给学生饮
用”。 （5 月 23 日《新京报》）

班主任试喝制度，听起来有些像“校长
陪餐制”———2012 年 6 月，教育部等 15 个部
门印发《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
施细则》等文件，实施细则要求，为确保食品
安全，学校负责人应陪餐，餐费自理。 都是为
了确保食品安全， 同样是让教职工以身试
“餐”，为什么校长陪餐制就备受认可，班主
任试喝制度却遭受舆论质疑？

归根结底，答案就在于“校长”和“班主
任”的身份差异、“陪”与“试”的性质差别上。
中小学校长是行政职务，属于校领导，班主
任则通常由普通任课教师兼任，二者的权责

范围有别。
在学生营养餐问题上，校长是第一责任

人，对营养餐计划组织、实施负全责，他们也
能轻易干预营养餐采购、 验收等重要环节。
校长陪餐制能让校长们以亲历者身份，近距
离了解伙食安不安全、好不好吃，最终通过
与自身安全捆绑，催生“领导重视———亲自
狠抓———伙食安全有保障”的作用链条。

但班主任试喝制度不一样：班主任对营
养餐供应虽然不是完全无责， 却也责任有
限。 囿于自身职责，他们很难直接参与到食
品供给、监督的前置环节中，只能确保在领
取、发放等末端环节不出问题。 若厂家保障、
质监部门检测、校长把关等方面出现履责不
到位，那其过失也不是班主任试喝就“代偿”
得了的。 班主任的职责更多的是传授知识和
班级管理，将他们推上食品质量安全把关的
“前台”，是给他们附加义务，也违背权责匹

配的基本原则。
更何况，“校长陪餐制”着重的是“陪”，

旨在建立起利益共生的关系，敦促他们尽到
责任。 从情感上看，“陪”也更能让人接受。

而班主任试喝制度突出的是“试喝”，相
当于把班主任当小白鼠，让他们充当起风险
的首要承担者。 在萧县这起风波中，学生饮
用奶供应过程中出现三盒学生奶胀包、结块
现象，虽然经封存检测是合格产品，可牛奶
安全风险仍然存在。 考虑到这点，很多班主
任难免会抵制：试喝若出了问题怎么办？ 谁
来保障他们的安全？

说到底，在营养餐安全保障方面，应该
按权责对应的逻辑去明确责任。 就算保障学
生安全的初衷再好，也不能让无辜的班主任
成“以身试险”者，更不能将伴随着进货渠道
把控、 安全验收等关键环节纰漏而来的风
险，转嫁给他们。

“试喝”非“陪餐” 教师不是小白鼠
□ 仲 鸣

《西安市进一步加速汇聚人才若干措施》日
前发布，该《措施》设立“留才奖”：凡西安地区高
校鼓励其应届毕业生在西安就业落户并参加社
会保险的， 按照每人 200 元的标准据实给予高
校一次性奖励。 （5 月 24 日 澎湃新闻）

西安市为留住属地高校毕业生， 将留才的
橄榄枝伸向高校， 通过奖励让高校去做学生工
作。这样的“留才”举措应该是西安的首创，媒体
称之为引才“奇招”，但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奇
招”背后却弊病重重。

先看看这些年生源大战的套路。 每到招生
季，各家学校扎堆去生源学校争抢优质生源，无
所不用其极。因为担心学生不去，就与生源学校
达成协议，每送一个学生奖励该校三、五百元。
由是观之，西安推出的“留才奖”与生源大战如
出一辙。

高校每届的毕业生，少则上千人，按照一人
奖励 200 元的政策，就是几十万元的收入。 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利益，高
校自然愿意去做毕业生的思想引导工作，带有功
利目的就业指导，很难保证学校成为学生就业的
“贴心人”，搞“拉郎配”的情况也就会越来越突
出。 学生被有目的的引导就业，能说是好招吗？

更为严重的是， 一些大学生本来觉得到外
地发展更适合自己， 但在学校就业指导的有意
倾斜下，渐渐改变了自己本来的意愿，转而与本
地单位签订就业合同。只要合同签订，就有了法
律效力。当学生入职后，对工作单位和工作本身
不满意，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违约，会让
诚信打折扣；迁就，会让自己的心情和事业受到
影响。一个可能影响学生事业发展的“留才奖”，
值得肯定吗？

效仿生源大战的方式抢夺人才实不可取。
其实， 一个地方想留住当地大学毕业生自然是
好事，但应该从提高大学毕业生福利待遇、优化
就业环境等方面做文章， 通过筑巢引凤让大学
生主动投怀送抱、安家落户。

“最热的地方不是非洲，是教室！ ”小学生
的这篇作文火了！ 杭州妈妈纷纷坐不住了……
这个星期，杭州高温天猝不及防地来了，连坐
在办公室码字的小编也架不住吹起了空调。 教
室里没有空调甚至电风扇的学生们，面对一波
波热浪，只好去老师办公室蹭一会儿空调。

（5 月 19 日《钱江晚报》）
小学生的这篇作文火了，为什么这样火？因

为这篇作文不仅捅了炎热夏天教室最热的 “马
蜂窝”，而且道出了教室最热的心酸与无奈。

如今空调已进入寻常百姓家，但教室里到
底该不该安装空调，一直是家长关心和争论不
休的话题。 该安装和不该安装都有很多理由，
支持和反对形成了意见对峙， 谁也说服不了
谁。 反对教室装空调的理由是：长期使用空调
会得空调病，对学生健康不利，用空调降低抵
抗力，会惯坏孩子，等等。

家长和学校争来争去，大家却忽视了教室
成最热的地方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在家吹惯
了空调的学生， 到最热的教室已经不能适应，
在最热的教室里学习， 轻则会影响学习效率、
身体健康，重则会使学生中暑生病，甚至可能
危及生命。

教室不装空调，归根结底，是学校“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的懒政思维作祟。 为什么公务人
员都在装有空调的房间里办公，学生不能？ 担
心空调病也是个伪命题。 空调病人人都会得，
不是只有学生会得， 只要空调使用科学得当，
也可以远离空调病。 至于安装空调所需要的经
费，只要想办法，稍微省一省，装空调的钱是有
的，何况还有很多家长主动表示，愿意出钱给
学校装空调。

炎炎夏日，“最热的地方是教室” 让人汗
颜。 与其为教室里该不该安装空调耗费口舌，
马上行动起来，为教室降温才是当务之急。

从今年 9月份开始，无论是学电子工
程，还是环境科学，所有清华大学本科新
生的课程表上都将增添一门共同的必修
课———“写作与沟通”。 记者了解到，“无
法表达出自己想表达的意思”“论文缺少
逻辑”“写论文就是他人论文观点的拼凑”
“总是有很多病句”“不会总结”等让不少
学生表示“一写论文就发愁”。

（5 月 21 日《光明日报》）
在不少人的刻板印象中，经历过高考

洗礼的大学生作为知识精英，写作自然不
在话下。 当大学生甚至中文专业的大学
生都写不出好文章的时候，这样的现状就
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与反思。

笔者在某高校文学院工作，中文一直
是这所学校的优势学科。 临近毕业季，时
常听到一些老师吐槽同学们的毕业论文
水平参差不齐。 看了一些同学写的稿件，
发现“科班出身”的他们写作能力并不见
得高于其他专业的同学。 有的同学甚至
连一个请假条都写不好，请假事由中竟然
出现了“有病”“有事”这样滑稽、荒诞的词
汇。 一些实习单位向老师反馈同学们的
实习情况，“写作能力不足”已经成为不少

大学生的短板。
这是一个表达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沟

通的时代，提升大学生的写作能力，就是
提升他们与自己、与他人、与这个世界对
话的能力。 写作能力的提升不仅是一种
技巧的提升，也包括思辨能力、观察能力
的提升以及生活经验的丰富。 写作能力
的提升难以一蹴而就、立竿见影，自然难
以得到那些渴望“速成”的人们的青睐。

套路化的应试作文，并不意味着写作
能力的高低。 为了拿到高分，考生往往千
方百计地去迎合阅卷老师， 那些高分作
文，通常都是徒有其表。 写作能力尽管没
有所谓的“显示度”，却能彰显一个大学生
的知识储备与文化格调，那些写作能力突
出的大学生， 在就业市场中往往更受欢
迎。

写作看似无用，实际上却很有用；写
作看似枯燥乏味，实际上却很有意义。 语
言文字作为符号互动的工具，能够传递信
息、表达情感，让我们更好地与这个世界
交流。 当每个人都具备“有话好好说”的
能力，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会更加低成
本、高效率。

用写作学会与世界对话

“最热的地方是教室”
让人汗颜

□ 左崇年

“留才”奇招弊病重重
□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 刘和平

□ 杨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