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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标注家族名人
是不是“查户口” 华中科技大学 18 人因学分不达标本科转专科，连

日来引发广泛关注。10月 17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
对华中科技大学此举给予肯定。“天天打游戏、谈恋爱，
浑浑噩噩的好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 ”吴岩表示，每所大
学抓本科教育质量的方式可以有所不同，但目标是一致
的。“现在大学里，有些学生醉生梦死，这样是不行的。 ”

（10月 19日《光明日报》）
截至今年 3 月 30 日， 全国高等院校一共 2879 所，

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数大，同时也暴露出教学质量的不平
衡，学生素质、学习态度的差异。 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例，
大学寝室里最常见的状态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玩电脑游
戏、刷微博，没在寝室的也许在忙着谈恋爱……大多数
学生以“60 分”为荣，实在考不到“60 分”的，还可以补
考、重修。 大学严进宽出，客观上让一部分同学越读越

“堕落”。有人形容现在的大学生：2000万人假装在学习，
乐观估计 500万左右是真的在学习。 社会对大学生学习

态度的评价如此，绝非毫无根据。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为了引导大学生“好好学习”，

华中科技大学用“本转专”的办法为学生合理增负。 增负
并非增加课程量， 而是为了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学习能
力。“本转专”被教育部领导认同，为大学生们提了个醒，
如果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无所事事，当“本转专”被更多学
校采用时， 那些不思进取的大学生将会被本科学校淘
汰。

虚度光阴对不起自己， 更对不起我们身处的时代。
眼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自主创新、自力更生将是
接下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必须面临的严峻挑战。 大学生是
未来的科研主力，怎可懈怠不前、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正因为如此， 我对华中科技大学的做法表示赞同，
也期待更多高校严进严出，让大学生每天都记得提醒自
己：今天我学习了吗？

（指导老师：张湘宁）

学分不达标“本转专” 今天你学习了吗？椒言辣评

@ 山西读者马全和 古今中
外布置作业，不是背诵课文、就是
做习题，新闻中这种“查户口”式
的作业实属罕见，可谓奇葩。这样
的作业是社会对权力的追捧催生
的“畸形儿”，布置作业的老师也
许是想通过了解学生的家庭背
景、 社会关系， 从中捞取一定好
处。家境有好有坏，从小给孩子传
递不平等的观念， 还有什么比这
更可怕的事情呢？

@株洲市第十九中学丁绍槐
“用树状图的形式写清家族成员
并注明职业，标注至少四代”这样
的作业能引导孩子们去了解自己
的家族情况。 如果能找出家族中
出现了哪些名人， 做出了哪些贡
献，更能激发孩子的自豪感，同时
也能通过传播这些故事， 发挥出
故事中的正能量， 这其实就是文
化的力量。 了解本家族的历史，也
是一个孩子应该做的事情。

@ 河南读者刘剑飞 不要曲
解“标注家族四代作业”的教育善
意。 这样的作业可以增强学生对
祖辈的认识， 帮助学生对祖辈的
姓名、 职业和功绩进行完整的了
解， 从而对先辈们为家族发展付
出的努力生发感恩之情； 这项作
业也是一次德育教育的好机会，
可以增强他们的家族自豪感和荣
耀感， 汲取到积极的精神和道德
营养， 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 四川读者黄根华 或许，
学校布置这样的作业， 根本不
是网友猜测的意义。 但是瓜田
李下， 作为教书育人的学校布
置“标注家族名人”这样的作业
实在是没有必要。 学校功夫应
用在校内，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教导学生友爱、互助、平等，鼓
励进步……学校应当单纯一
些，同学关系也应当单纯一些。

国庆期间，上海市静安区一所小学的国庆作业走红网
络。 作业共有两部分，第一部分要求用树状图的形式写清
家族成员并注明职业，标注至少四代。 第二部分要求写出
“建国以来，家族中曾经有过哪些名人、功绩或者是谁为社
会或家庭作出了重大贡献，或是某一行业内的一把好手。”

（10月 16日《中国青年报》）

读懂“酸奶诗”背后的期待

就在几天前，一则题为《3 年接 188 项和
教育无关的临时任务， 老师忙到“怀疑人
生”》的报道，引发舆论热议。 据不完全统计，
近 3 年来，浙江省杭州市某区教育局内各种
和教育无关的临时任务多达 188 件，让老师
不堪重负。

（10月 17日《钱江晚报》）
校园是教书育人的场所， 不应被教育教

学之外的事打扰，这本来是一个常识。 但在现
实中，或基于“从娃娃抓起”的考虑，或想借助

“小手拉大手”推进工作，不少部门往往一有
事情就打起“进校园”的主意，让学校和老师
不堪其扰。

令人担忧的是，这样的现象具有一定普

遍性。 据 2017 年新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关于
“减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显示，
“占用教师工作时间的工作， 并非全是教育
教学工作，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
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
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
务”。教师天天忙于杂事，教育教学反而成了
副业，甚至调侃自己成了“挤”时间备课的不
务正业的老师。

学校被动接受各种杂事，是“上情下达”
的结果，孩子们自然也会跟着忙得团团转：
写不完的征文、 编不完的小报、 点不完的
赞、投不完的票、下不完的手机软件、关注
不完的公众号……自己完成不了，只能家长

顶上，一些莫名其妙的“家长作业”就这样
生成了。

更有甚者， 学校和教师被逼之下还会做
出一些权力越界的荒唐行径。 近期一度引爆
舆论的山东菏泽整治超标电动车和学生“道
德品质分”挂钩之事，堪称典型。“法无授权不
可为”，如此强硬“劝导”，不仅有悖道德，更涉
嫌违法。 尽管事后相关部门予以解释，但由此
可能进一步加剧家校关系的紧张。

站在部门角度来审视， 或许觉得自己只
是偶尔“骚扰”一下学校而已，但学校面对的
不只是一个部门， 哪怕是每个部门都只给学
校下一个文件，学校就难以招架了。“小手拉
大手”的初衷固然美好，但左一个说“要从娃

娃抓起”，右一个说“要从娃娃抓起”，学校岂
能不疲于奔命？ 有些事情固然应该要求学校
配合， 但一些为了秀业绩或夹杂其他色彩的
活动，却往往华而不实，甚至重复进行，严重
违背了教育的本意与使命，理应取消。

毫不夸张地说， 与教育本身不太相干的
各种填表、考评、比赛、评估等，压得很多老师
喘不过气来。 有感于此，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
强烈呼吁把时间还给老师， 学校要拒绝各种
“表叔”“表哥”， 让老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
研究教学、备课充电。 校园是一方净土，泛滥
成灾的“小手拉大手”活动，是对教育的一种
变相绑架，将会严重透支教育的元气。 给教师
减负，请从让老师安安静静教书做起。

别让无关任务透支教育元气
□ 胡欣红

一首出自小学五年级孩子手，题为《秋游》的小诗得
到老师和网友的一致认可，成为了网红诗———“天啊！ 地
啊！ 同学和老师啊！ 谁能告诉我，何时秋游啊！ 我准备的
酸奶过期了！ 我准备的薯片过期了！ 而下一个即将过期
的，恐怕就是我这善良的心灵了呀！ ”

（10月 15日《钱江晚报》）
春游和秋游是孩子接触大自然的难得机会，也是他

们了解自然、亲近自然，掌握各种自然知识的绝佳机会。
在老师的带领下，以集体的方式，带着明确的目的走进
大自然，这种体验和收获，是家庭式出游无法代替的，千
万不要让快乐的秋游体验在孩子的童年缺位。

苑广阔

2008 年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的吴艳，是
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教师，2015 年
9 月起， 吴艳担任学校建筑经济管理专业主
任。 作为一名非师范专业毕业的教师，她怀着
对教育的一腔热爱， 在一线教学岗位上磨砺
已经十年有余。

博古通今，怀瑾握瑜
从来到学校的第一天起， 吴艳就立志做

一名“学者型”的教师，为此，她每年保证不少
于 12 天继续教育学习，利用寒暑假先后到湘
天建设集团等企业参加实践培训， 并多次去
四川建筑职院、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调研、培
训。 基于实践中的总结提炼，她的专业素养不
断提高。

辛勤的耕耘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近年来，
吴艳主持省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协会课题 1
项，主持院级课题 1 项，参与教育部青年专项
课题和省青年专项课题各 1 项， 参与省教育
厅科研项目 2 项， 发表学术和教育教学改革
论文 7 篇，主编高职高专规划教材 1 本，参与
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青

年教师企业顶岗实践国家培训项目 1 项，参
与省级名师空间课堂《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课程建设》项目 1 项，主持院级精品课程《工
程经济》1项，可谓硕果累累。

兢兢业业，知行合一
建筑经济管理专业是湖南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的新专业，作为专业主任，吴艳深知自己
年纪尚轻，经验不足，也深知新专业的建设任
重道远。

为此， 她投入了大量精力在专业建设和
实训室建设上。 她多次去企业和兄弟院校调
研，积极在人才培养方案的选择、教学大纲的
制订、实习基地和实训室的建设、教研教改、
教师的管理等专业建设工作上下功夫， 通过
改革人才培养方案， 开发以工作过程为导向
的专业课程体系，不断加强专业建设；同时，

她积极申报和参与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主持
参与专业、系部实验室建设工作，加强教学管
理和教学监督，落实教学教改方案，组织专业
教研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在学校里， 学生们都很喜欢上吴艳的

课，学生们形容她的课寓教于乐，让人在不
知不觉中学到知识。 为了提高课堂教学水
平，吴艳参与了湖南省名师空间课堂《物流
系统规划与设计课程建设》， 同时主持建设
了《工程经济》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开展
基于工作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整合与课程
标准开发的研究。 她根据专业课程特点，精
心设计每个教学环节和课程结构，将案例教
学与新闻时事相结合，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
气氛中掌握知识。 2012 年，她指导学生参加

全国大学生物流企业经营管理沙盘模拟大
赛湖南省赛获三等奖；2017 年， 她指导学生
参加第十届“畅享杯”全国职业院校创业技
能大赛“企业经营管理沙盘竞赛”全国总决
赛获二等奖。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吴艳用深厚的爱心浇灌学生的心田，想

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所急，关心学生就像关
心自己的孩子一样， 投入自己的全部时间和
精力。 在她所教的班级中，她能叫出每个同学
的名字，知道他们的家乡和爱好。 她常常和表
现不好的同学促膝谈心，唤起他们的自尊、自
强、自爱之心。

十年来， 多少个节假日是在钻研教学课
题中度过的，吴艳数不清；多少个不眠之夜是
在为学生殚精竭虑中度过的，吴艳记不清。 她
曾用滴滴汗水， 去实践科学真理的每一条道
路；她曾用谆谆教诲，去帮助学生打开未来的
大门。 这些年来，虽然获得过许多荣誉，得到
了学生的真心喜爱， 但她却说：“成绩只能说
明过去，不能代表未来。 ”

风霜磨砺近十载 愿为春泥更护花
———记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吴艳

通讯员 张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