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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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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以为陶渊明种豆蛮好，实际上草盛豆苗稀，
要是我种这个水平，绝不写诗。”“白日依山尽，黄河
入海流，我的天啦，境界阔大，把宇宙都望穿了。”这
几天，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戴建业在网上很
火。 普通话不标准的他，被称为大学课堂里的一股

“泥石流”，但是，他用自己的“魔性”讲课获得了学
生的欢迎。

无独有偶，湖南师范大学的龚德才老师被誉为
“绝版奇人”。 他在 24岁时就评上了当时湖南师范
大学最年轻的讲师， 却将讲师职称保持了 31 年之
久。 龚德才坚持每节课都手写板书，却不想为了评
职称而写论文。

无论是用网络吐槽风格讲授古典诗词，还是从
最年轻讲师一直干到最年长讲师，两位老师都把教
学放在了日常工作的核心位置。不仅听过他们授课
的学生感到很有收获，就算许多未曾谋面的网友也
被这种课堂魅力所折服，表示听三天三夜也不会累
的。 我看，这样的大学老师成为“网红”，绝非偶然。

围观这些“魔性”教师，不光要看到他们在课堂
上的表演性，更要理解他们教学理念的务实性。 在
课堂上获得学生的满堂喝彩，只是外部结果；让学
生充分理解授课内容，对知识融会贯通，才是加强
教学的真实指向。

让“魔性”讲课进入更多的大学课堂，不能单靠
教师的“良心”，不能光凭榜样激励。最重要的是，确
立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让能讲课、讲好课的老师
获得体面的待遇，享有他们应得的荣光。今年以来，
中央接连出台文件，要求改革唯论文、唯职称、唯学
历、唯奖项的“四唯”现象。 那些对待教学精益求精
的教师，与这些“唯”是一点沾不上关系的。 在过去
的人才评价中，他们或许是一笑了之的洒脱，或许
有点愤懑和不平，而现在，他们理应在人才评价机
制中享有一席之地。

笔者认为，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无论是在
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桃李满天下始终是对一位
教师最重要的评价。

□ 王钟的

愿大学课堂里多点
这样的“泥石流”

中国之声 11 月 6 日报道， 安徽省亳州市区风华中学一位学生家长反映，
在老师的推荐下，很多家长在手机上安装了一个叫“好分数”的软件，主要功能
是查分，考试成绩出来后，家长需要登录软件查看孩子的各科分数，如果还想
知道孩子的考试名次，就需要付费。

缺乏规范、随心所欲、乱收费……查分类 APP乱象纷呈，背离教书育人、提
供教育服务的根本目标。 有关部门应及时叫停，切不可在商业化大潮冲击下迷
失方向。 徐简 斯涵涵

椒言辣评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林日
新 与搞学术研究相比，送快递这个
专业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 使用
人才要因人制宜、扬长避短。 作为一
个博士生应该寻找一个与自己能力
和学识匹配的工作， 而不是委曲求

全， 随便找一个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工作，让
所学的知识荒废，这样即使不算是“大材小
用”，也是一种对人力资源的浪费。

@ 浙江读者金永淼 博士生不务正业去
送快递，确实有点大材小用。 虽然社会分工
不同，每个个体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从
当初的培养目标来看，国家花费大量的精力
和财力培养一名历史学博士生，肯定是希望
他能够在历史专业上有所成就，更好地发挥
其学术方面的优势， 为社会创造出更大价
值，这也是一名历史学博士生的责任所在。

@ 邵阳学院刘运喜 博士送快递， 是否
大材小用，只有博士自己知道。 不过，有一个
事实不可忽略：随着现代物流行业的快速发
展，快递公司要做大做强做优，它所需要的
人才，并不是只有普通“跑腿”的简单劳动
者，同样也需要能够准确把握快递业发展大
势、 能对快递业进行深入研究的高端人才，
期待更多热爱物流的高学历人才能够加入
快递大军。

@ 四川读者唐加加 如果说博士身份的
谭超置学术研究而不顾，一头扎进快递事业
不能自拔，不仅应当被群众所声讨，更应当
被及时制止，专心搞研究、做学术。 但从更多
的报道中我们得知，谭超不是一心只走独木
桥，他白天送快递，晚上回到家里就一头扎
进文献堆里， 在厚厚的史料中探究未知，在
人生不如意时，仍然不忘初心，这种执着的
精神不仅不应受到批评，反而应当成为我们
学习的榜样。

34 岁的延边大学历史系博
士生谭超送了 8 年快递。 8 年
间，也有老师指责谭超：“这么一
个高学历的人抢低学历人的活，
脑子是不是有病。 ”谭超不认同
这种说法：“这是通过学历把人
分成三六九等，而不是努力。 我
讨厌的是他那种鄙夷的神情，他
那种根深蒂固的阶级分化的神
情。 不管一个人是做学术也好，
去送快递也好， 去说相声也好，
只要他能推动生产力发展就是
一个好博士。 ”

（11月 7日《中国青年报》）

“查分类 APP”乱象背离教育本质

语文培训火爆，资本纷纷布局，刚需还
是噱头？在媒体的报道中，不同受访者的话
对照起来看很有意思。一位校长说，语文考
试里传统文化和名著阅读的比重增加，是
为了倒逼学生加强学习和了解传统文化，
并形成较好的阅读习惯。一名学生说，她想
参加培训班的原因是“阅读理解做得比较
差，考试的时候容易丢分”。

（10月 31日 央视财经频道）
我们往往以市场为晴雨表来观测语文

教学改革动向。语文培训市场的火爆，源于
各地语文教学的变化：大量增加古诗文；也
源于升学考试政策的转变：增加阅读量，增
大难度，语文学科总分值提高。

笔者理解上述校长的话， 考试政策的
变化反映了一部分教育者的内心所想，即
借考试扭转对语文学科重视程度不够的局
面； 我也同情那个进培训班的学生———她
的学业负担进一步加重了。

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差异和错位，归
根到底是因为一切从考试层面开始发动的

改革，必将以考试的方式来完结。
只要面对“采用统一答案进行阅卷，从

而使考试结果尽可能公平”的考试形式，我
们就必须承认， 这样的考试一定是具有标
准化、速食化和训练化强的特点，与真正的
语文教学中理想的“审美”“文学素养”和
“文化传承”并不沾边。

一篇文章，在短时间里就要把握大意、
结构框架、主题和相关手法，并用简短的语
言进行表述，还要尽可能向充满陷阱的“标
准答案”靠拢，这是语文教学想要的吗？ 当
然不是，但这是标准化考试的应有形式。如
此，才出现了“作家做自己作品的阅读理解
不及格”的现象。

至于被写入新课程标准的整本书阅
读， 遇到考试就更令人尴尬了。 书可以不
读，但知识点却必须掌握，于是我们可以准
备充满了知识点（或者说考点）的讲义让学
生背记。既节约了读书所需要的精力成本，
又能在考场上获得满意的分数， 何乐而不
为呢？ 培训机构的课堂未必会带着学生认

真读书和了解传统文化， 但一定会对试题
变化作出精确的应对。

语文培训市场突然变得如此火爆，似
乎表明语文成为“优势学科”，这难道不是
每个语文老师一直想要的吗？ 可如果分值
增高的语文考试， 只是让语文教学简化为
对分数本身的追求， 恰恰是真正的语文教
师所担心和排斥的。“提升语文素养”和“提
高语文分数” 之间， 因为标准化考试的特
点，无法达成真正一致。 有良知、有操守的
学校和教师当然会在顾及现实的同时尽量
遵循理想；无原则、无眼光的应试工厂，则
会拼命促使语文学习更加标准化和程式
化，以制造出一批批“喜人”的数据。

语文学科从不被重视到过度被重视，
其原因都在于我们没有把“语文”放在应有
的位置上思考。归根结底，只从分数的角度
去思考问题，语文教学就会异化。笔者并无
批判培训机构之意， 只是想指出语文教育
改革不能由考试始， 只能由语文原本的目
的，由语文教学的初心出发。

警惕成人规则入侵儿童世界

？

语文培训火爆背后的教育尴尬

□ 孙仁斌

名师培养
不可贪多求快

□ 黄文辉

□ 王舒成

幼儿园忙于“竞选”班长，小学生疲
于参加“达人秀”， 整容越来越低龄
化，“官样小大人”“爆款小网红”屡见
不鲜……以儿童为主角的新闻不时被
媒体曝出，不禁让人心生感慨：这些稚气
未脱的孩子， 本应无忧无虑享受童年的
纯真，却过早地被贴上成人化的标签。

（11月 8日 半月谈网）
儿童越发“早熟”的背后，是成人规

则对儿童世界的无底线“入侵”，将儿童
进行“催熟”，并呈现出一个世俗化的儿
童世界。

表面看来， 孩子们早早地在“起跑
线” 上开跑， 与同龄人相比似乎遥遥领
先，殊不知，过于功利的三观一旦形成，
将会进一步侵蚀孩子的一生。“小官员”

“小明星”“小网红”盛行，折射出家长、老
师在权力、名誉、财富等方面的期待，并
将这些成人规则强加于价值观尚未形成
或正在形成中的孩子身上。 有的家长为
了让孩子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整形、选
秀、上各种特长班，甚至四处拉关系、走
后门，以使孩子“脱颖而出”。

从不少报道中可以看到， 连班长是
什么还搞不清楚的幼儿园小朋友， 就在
家长的“鼓励”下死记硬背演讲词去参加
竞选。“落选”了，家长的失望之情必然会
影响到孩子，幼小心灵就要承受挫败感，
对孩子来说既是伤害也是不公。 家长匆
忙的“人设”，扼杀了孩子的可塑性和想
象力；竞选过程中掺杂的“腐败”，对儿童
而言更是一杯毒药。

过早地被拧紧成长的发条、 拨快了
发育的时针，揠苗助长、舍本逐末，既耽
误了原本应该关注的学业， 也透支了童
年应有的快乐和纯真。 守护儿童世界的
纯真洁净，需要父母、学校和社会的共同
努力。

作为孩子成长的领路人， 父母能做
的，是尽可能地当一名好的观众，欣赏孩
子的长处，包容他们的短处，引导他们走
向人生的正途， 而不是做他们人生的编
剧和导演；学校、老师更应警惕自身的一
些成人思维和做法影响甚至伤害到学
生；社会也应当反思，不要用功利的价值
取向误导孩子。

西部地区某贫困县有 120 多所中小学，8000 余
名教职工。 为了全面提高教师素质，该县前不久实
施了“名师工作室百千万工作计划”———全县成立
100个名师工作室， 培养 1000 名名师工作室成员，
示范辐射全县 10000 名教师。 该计划实施以来，全
县几乎校校有“名师”，处处有“名师工作室”，一时
间“名师”遍布全县中小学及幼儿园。

（11月 6日《中国教育报》）
殊不知，名师的成长要经历一个艰苦复杂的过

程，既需要组织的栽培，也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既需
要优良的环境因素，也离不开个人的天分。

名师培养过于贪多求快不符合名师成长的规
律。 一个人从普通教师成长为名师，没有十年、二十
年的历练，没有丰富的教育教学经历，没有可圈可
点的教育教学成绩，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不顾实际
地一次成立 100 个名师工作室，不但与实际情况不
相符，也违背了名师成长循序渐进的规律。

名师培养过于贪多求快， 还会降低名师的信誉
度。该县命名的“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有的仅有一次
赛课成绩、一篇获奖论文、一项课题研究；有的是刚
刚参加工作的初级职称教师， 并无多少教学成绩和
教育影响力。如此命名和培养名师，不仅有损名师的
信誉度，也大大降低了名师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有的教师既没有写过高质量的论文，也没有做
过高水平的课题，忽然间成了名师，就开始飘飘然
了，到处做讲座、搞指导，耽误了教学本职工作。 同
时，由于名师队伍过于庞大，组织管理、经费支持也
面临较大的问题。

总之，“名师”之名，重在实而不在虚，个人如
此，集体同样如此。 用过于贪多求快的方式培养名
师，除了能燃起“名师”的虚火，满足部分人的虚荣
心之外，于学校和教师个人都存在不小弊端。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