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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近日，陕西省西安翻译学院发布新规
定，禁止学生在校期间喝酒，校内校外都
不行。 学校安排相关人员在校门口检查学
生是否喝过酒。 此事引发热议。

（12 月 3 日 新华社）
有人认为，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喝不

喝酒是个人自由，学校不该管得太宽。 但
也有网友认为， 学校的做法是为学生好，
可以理解。

学生喝酒，高校该不该管？ 恐怕得把
这个问题拆分开来看。 首先，大学里面的
“拼酒”现象该不该治？ 答案是肯定的。 正
处在学习专业知识、积累未来发展能量的
大学生，还没有踏出校园，就沉湎于酒桌
拼酒，不仅有损身体健康，长此以往，还会
形成错误的认知，以为拼酒是达成目标与
维系人情的必备，沾染上无视规则、盲目
攀比等不良习气。 在以往的报道中，还出
现过大学生因过度饮酒丧命的悲剧。 对
此，校方该管而且该严管。

但另一方面， 校方若把手伸得太长，
连学生的个人生活都“无微不至”地管起
来，就值得商榷了。 一来，恰当场合下适度
的饮酒，不见得会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
序。 二来，校方的倡议未见得能起到多少
实效。 毕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学
生觉得喝点酒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不会发
自内心地遵守“禁酒令”。

那究竟该怎么管呢？ 其实，西安翻译
学院利用好现有的 《学生违纪处分条例》
足矣。 该条例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对学
生在校期间饮酒分别给出了警告、 记过、
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及赔偿损失等处罚。 如
果能严格执行，完全能够对学生饮酒起到
震慑作用。

其实，高校管理者未必不知道一刀切
式的禁止太过简单化，效果也不好。 出台
各种“最严”规定，当然也是为了学生好，
是“恨铁不成钢”。 这种用心良苦，也是社
会对这些规定“虽感觉哪里不对”，但多能

抱以宽容心态，表达理解乃至支持的最大
原因。 但我们也应看到，这些语气强硬的
管理制度，模糊了学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
边界，反映出了一些高校在管理上急于求
成、遇事总是想着一劳永逸解决的功利心
态。

好的教育，应当是在尊重教育对象的
基础上，遵循规律、讲究策略且循序渐进
的。 比起动辄出台各种禁令，更好的做法
是大学以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让学生了
解无节制饮酒的危害，引导学生学会自律
与克制，传授学生更积极向上的为人处世
之道。

大学的任务， 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技
能，更在于帮助每一名大学生建立独立完
善的人格。 怎样达成这一目标，是每一所
高校管理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果
一所大学里， 大部分学生都沉迷于杯中
物，应该检讨的恐怕不是校方出台的具体
管理规定，而是该校的学风和整体氛围。

高校“禁酒令”：自律与克制更可贵
□ 李勤余

近年来，从滑步车、滑雪、卡丁车到冰球、马术、高尔夫，这些离普通百姓
生活相对较远的训练项目开始进入儿童培训视野，深得一些家长追捧。 这些
高端培训收费不菲，如儿童滑步车培训课程费用远超传统的绘画、唱歌、书
法等课程。 一节课不仅高达三四千元，必须购买的滑步车、护具等也价格不
菲。 然而，由于培训教师不够专业，反而容易对儿童造成运动伤害。 对此，专
家建议，家长应立足各自家庭的条件和特点，尊重孩子成长基本规律，回归
教育宗旨，不能盲目追高追洋，追求虚荣心的满足。

王铎

在江苏省丹阳市，年轻妈妈李
姜华陪娃写作业自己顺便考取了
教师资格证。 李姜华表示，随着女
儿渐渐长大， 辅导的要求在提高，
自己的烦恼也在增多。为了使自己
平静下来，也为了给女儿一个励志
追求的榜样，她决心自学考证。 每
天女儿做作业时，李姜华也捧着一
本书，陪女儿一块学习，终于拿到
了小学教师资格证。

（12 月 2 日 中新网）

@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笔者要为这位年轻的励志妈妈点
赞。 本身并不从事教育工作的她，
为了辅导自己孩子的功课，报考并
顺利通过了教师资格证考试，她的
行为不仅为正处于学习阶段的孩
子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而且让自
己掌握了一项额外“技能”，让自己
在辅导孩子时更有底气，说不定还
能开拓未来职业的新天地，这是一
件“两全其美”的大喜事。

@ 读者单云鑫 想把孩子培
养成才，家庭教育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但家长对孩子的陪伴首先是

心灵的陪伴，其次才是知识的辅导，家长不
必过多地苛求自己， 父母需要操心的事情
很多，在辅导孩子学习上，充其量只能算是
兼职，学校和专业的老师才是主职。如果家
长能厘清家校责任， 把有限的时间和精力
用到对孩子的习惯养成和人格教育上，既
能为自己减负， 也能对学校教育起到配合
作用。

@ 读者金永淼 陪娃作业是有余力的
现代父母必然要面对的， 但大部分家长其
实很难与孩子产生共鸣， 在辅导作业时反
而容易招致孩子的抵触。 与其与孩子闹出
矛盾，不如像新闻中的妈妈那样主动学习，
当父母与孩子同时处于学习状态之中时，
双方就会更加理解彼此的感受， 更益于彼
此的沟通。 父母和孩子一起在学习中获得
成长，显然比简单地陪伴来得更有效。

@ 评论员李一陵 年轻妈妈陪娃做作
业考取教师资格证的故事，恐怕很难复制。
对于许多家长来说， 在繁忙工作之余挤出
时间陪孩子写作业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更
不能指望所有家长都有时间和精力专门学
习教育学、心理学的课程，进行备考。 正常
的教育不应该是家长考到教师资格证才能
免于焦虑， 才能完成辅导孩子做作业的任
务。 所以，在为孩子减负的同时，也要厘清
家校责任，给家长减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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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 日，2019 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
务员招考笔试开考。今年，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
数比例约为 63:1，为近 5 年来最高，部分热门岗位甚
至“千里挑一”。 公务员考试的热度持续不减，引起了
广泛的讨论。

（12 月 5 日 新华网）
尽管今年的公务员考录比再创新高，但是，仔细

观察具体数据，就会发现，事实未必是“年轻人还是
想要铁饭碗”那么简单。 其实，2019 年国考竞争之所
以如此激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2019 年国考的招录
人数为 14537 人，与 2018 年相比，降幅接近 50%；报
考人数虽然也有下降，但降幅并没有这么大，这才造
成了公务员考试竞争激烈的局面。

事实上，准备公务员考试，并不等于放弃其他求
职选择。 当下，可供年轻人选择的道路早已不止那么
几条，年轻人试错的机会成本也在不断下降，应届毕
业生在择业时“脚踏几条船”早已不是新闻。 参加公
务员考试，对很多年轻人而言，只是一条求职过程中
的安全绳，就算通过了笔试，他们也未必会选择“上
岸”。

随着简政放权持续推行，“互联网 + 政府” 成为
大势所趋，“铁饭碗”的内核也早已不同于以往。 改革
在持续，人员在精简，国家对公务员的素质要求也在
不断提高。 今天这些在公务员考试中“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的年轻人，往往都对公务员生涯有着自己的抱
负，他们的理想绝不是“喝喝茶、看看报、安安稳稳过
一生” 而已。 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
下。 ”现在的年轻人，成长在相对富足的时代，因此，
他们对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更为关注。

我有一位研究生朋友，今年参加了公务员考试。
开考之前， 她曾在朋友圈里感慨：“身为从大山里走
出来的学生，虽然这么久过去了，却依然怀着想为家
乡做点什么的天真的梦想。 ”这番“天真的梦想”正是
对“青年人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的理解。

公务员招考持续火热， 并不意味着年轻人执迷
于“铁饭碗”。 这些放弃其他工作机会，愿意投身家乡
建设的年轻公务员们， 为国家行政体系吹来了一股
新风，也为各个政府职能部门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公
务机构中励精图治，去腐存新，和科学报国、创业创
新一样，也是一种自我理想实现的选择。

国考背后也有诗与远方
□ 林子璐

今年 9 月，成都大学 2016 级休闲体育专业专选
班开设了“攀树运动课”，并于 11 月 26 日第一次开
始授课。 据该课程授课老师李中华表示，成都大学首
次开设的“攀树运动课”是一门专业选修课，顺应了
休闲体育发展趋势，把新兴的、社会流行的休闲体育
项目纳入到休闲体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12 月 7 日 《成都晚报》）
虽然以前就有一些学校开设过爬树课， 但新闻

一出，还是有不同的声音，一些网友表示攀树课是一
项很好的健身运动，也很有趣，但也有一些网友表示
不可思议，认为开设攀树课毫无意义。 至于运动的安
全性，据了解，该校老师在开课前“全副武装”，亲自
检测过运动的安全性，学生们大可不必担忧。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课很有用。 现在的大学生，
都喜欢宅在寝室打游戏，缺少锻炼、身体素质下降的
比比皆是，俗话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不好，
如何面对学业、工作的挑战？ 成都大学创新思路开设
攀树课，引导大学生走出教室进行锻炼，他们的初心
值得肯定。

这样的课也很有趣。 当前，一些大学开设的课程
对学生没有吸引力，一上课，学生们大多昏昏欲睡。
其实，相较于大学之前的教育而言，大学教育更多的
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开拓学生的眼界，从成都大
学一些学生反应情况看， 学生对攀树运动课的热情
和兴趣很高。 因此， 从学生兴趣和实用主义角度来
说，成都大学攀树运动课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攀树课还能让学生在就业市场中多一个筹码。
现在，社会上有种新兴职业就是攀树师，但接受过专
业训练的人却相对较少，攀树师也比较稀缺。 从这个
角度来看， 成都大学的这门课给那些喜欢户外作业
的学生提供了就业的另外一种可能，值得我们肯定，
也期待选择这门课的大学生们从中学到知识， 得到
乐趣。

据浙江省温州市乐清警方通报，备
受关注的“乐清一男孩失联 5 天，家人
悬赏 50万求线索”一事，是一起被蓄意
策划、谎报的警情。该男孩母亲陈某，因
与在外经商的丈夫存在感情纠纷，为测
试其丈夫是否关心重视其母子，编造了
孩子失踪的虚假消息，并向警方报警。

（12 月 5 日 新华社）
孩子平安无事，令人欣慰。 可因为

孩子母亲无中生有制造的“恶作剧”，公
安警力、志愿者、热心市民等，都被假消
息所欺骗，大家一边热心而又焦虑地寻
找孩子， 一边假设着不愿看到的结果。
不曾想，到头来却是虚惊一场。 公共救
援力量以及社会爱心， 都被耍得团团
转。

谎报孩子失踪引发一场大救援，是
现实版的“狼来了”。假警情消耗了大量
公共资源，扰乱了社会秩序。 更叫人忧
虑的是，以后“狼”真的来了，会不会也
有人以为是假警情？尽管公共管理和社
会爱心可能没那么脆弱， 一次假警情，

虽说存在透支爱心的问题，却不可能熄
灭爱心。但如同网友说的一样：“愚弄了
别人的善良，就是种可耻的行为。”人们
的善良总被如此消耗，尽心尽力地寻找
与救援也会有被耗尽的一天。

蓄意编造“狼来了”的故事，是不可
原谅的。 而本次事件中，男孩母亲陈某
更为恶劣之处，是各方积极寻找期间仍
不告知实情，继续欺骗，欲将假戏真做
进行到底。 这不仅是严重违法，更是个
人的人品道德之劣。

除了依法处置谎报警情者， 还有
一个问题需要关注： 本次事件中最受
伤害的，是未成年、被母亲和其他亲属
操纵的 11 岁的孩子。 不管是母亲和其
他亲属对警察、公众撒谎的做法，还是
将他隐藏数日的做法， 对孩子正在形
成的价值观以及他幼小的心灵， 均会
蒙受阴影。 对此，还需要社区、学校和
相关机构， 对孩子进行及时的安抚及
心理疏导， 把不良行为对孩子的影响
降至最低。

大学“攀树运动课”可以有

谎报孩子失联是现实版的“狼来了”
□ 马涤明

□ 会同县城北学校 林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