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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科教新报 师说

在读大学生虽已成年，但多数学生的
教育费、生活费仍由父母承担。 可也有人
认为，子女成年后可以独立生活，父母没
有法定义务继续支付抚养费。 近日，北京
市一中院审结一起高校成年在读大学生
小王与父亲之间的抚养费纠纷， 二审改
判驳回了小王要求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
求。

（12月 16日《北京晨报》）
基于中国传统的亲情和家庭观念，子

女只要没上班甚至没结婚，在父母眼里都
是孩子，需要父母悉心照料，尤其是大学
阶段，父母支付教育费、生活费似乎成了
约定俗成，以至于父母不支付成年子女上
大学的相关费用反倒让人觉得不正常。 这
也是小王起诉父亲的原因。

本案中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不能独
立生活的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司
法解释一”中第二十条明确指出：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不能独立生活的子
女”， 是指尚在校接受高中及其以下学历

教育，或者丧失或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等
非因主观原因而无法维持正常生活的成
年子女。 从该规定看，对于尚在校就读子
女的学历限定在了高中及以下。 小王已经
高中毕业，正处于就读大学阶段，因此不
符合规定的学历情形。 已经成年的小王是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不属于不能独立生
活的子女，其要求父亲继续支付抚养费的
诉求于法无据，故二审改判驳回了子女要
求支付抚养费的诉讼请求。

近年来，法院受理了不少高校成年在
读学生与父母之间的抚养费纠纷，说明此
案颇具代表性：其一，公众对于一些法律
条文的认知不够清晰，认为高校成年在读
学生还能够要求父母承担抚养义务；其
二，一些年轻人虽然已经 18 周岁，但心理
却未成年，缺乏自立自强意识，一味依赖
父母，养成了向父母“伸手”的思维定式。

就此案来说， 小王父母离婚多年，父
亲老王一直支付小王抚养费至小王满 18
周岁， 可以说已经依法履行了其抚养义

务，小王也并未丧失劳动能力。 退一万步
说，即便是请求父亲在大学阶段“援助”一
下自己，帮助纾解经济困难，也应该是征
询父亲的意愿并酌情处理。

此案还具备广泛的社会警示意义。 倘
若只因为孩子在读大学，就认定其属于不
能独立生活之人， 需要父母继续抚养，一
者与法律要义背离；二者读大学要父母资
助，读硕士要不要？ 依此类推，势必损害父
母的合法权益；三者，容易纵容一些人养
成好吃懒做和“啃老”的不良习气。

虽然多数父母基于情感、道德、习惯，
仍将为正在大学接受教育的成年子女提
供生活费和教育费视为责任，但此为父母
的道德选择，而非法定义务。 倘若小王们
不改变“父母就该如何如何”的偏颇想法，
而是一味依赖父母和他人来解决困难，实
则是给自己营造了一个无形“襁褓”，既束
缚了自己的“手脚”，也耽误了精神人格的
全面“发育”。 年轻人当以此为鉴。

成年大学生，“啃老”请别理直气壮
□ 斯涵涵

据媒体报道，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秋实学校的多位家长反映：秋实小学和
秋实中学门口一段五百多米的土路近十年无人维修，破损严重。晴天尘土飞
扬，每个学生一嘴土；遇到下雨更麻烦，这条上学路泥泞不堪，同学们不但要
变成“泥腿子”，还有不小的安全隐患。 2009年建校时就已计划好的柏油路，
至今还只停留于“规划”。 拆迁、修路很复杂，但再复杂也不至于 10年都搞不
定，关键还是有关部门能不能主动担当，有没有决心推进。 4000多个孩子和
他们的家长、老师正翘首以盼，而这，不就是当地政府部门最该优先解决的
民生实事吗？ 思凝 勾犇

@ 读者黄根华 在偏远贫困地
区，优秀教师流失、优秀学生流失已
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留守” 的教
师、学生看不到希望愈发消极，形成
了“恶性循环”。通过直播教学，让边
远山区孩子享受到成都七中的优秀
教育资源， 是促进教育均衡的重要

渠道。 透过直播，农村教师也能改进教学，学
习成都七中老师的教育教学方法，提高自身
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

@浏阳市沿溪完小贺晴 直播教学让一
部分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 进而考上心
仪的大学，这是好事。但成功的背后，也不能忽
视本地老师的帮助。“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
北则为枳”，因为地区的差异，学生的能力和眼
界各有不同，适合名校师生的教学方法，在薄
弱学校并不具有普适性。 如果学生只看网络
直播，没有线下辅导，肯定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所以直播教学能成功，两校教师都有功劳。

@邵阳市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直播
教学能够成功，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贫困地区
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 但直播教学投入较
高，高中阶段又不是免费教育，这笔“直播消
费”恐怕不是贫困地区的所有学校所有家庭
都能承受。 这也是笔者的担心：直播教学有
可能引发新的“教育资源不公平”，在“看了
名校直播”和“没看名校直播”的学生之间产
生新的鸿沟。

@ 读者张忠德 面对复杂的教育现状，
“一块屏幕”与实现教育公平之间仍有较大的
距离。所以说，与顶级中学同步上课模式并不
适合所有人。笔者以为，“互联网教育”让贫困
地区的学生享有优质教育资源， 但不应夸大
在线教育对教育公平的作用。因此，让直播技
术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不是成为学校争抢生
源的砝码， 才是教育管理中必须正确处理的
问题；关键还应加强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
改变应试体系下单一的评价标准， 对贫困地
区的教育提升才有更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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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校外培训班市场
火爆，提高班、尖子班、精英班等层出不穷。 据中国教
育学会提供的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中小学课外辅
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 800 亿元， 参加学生规模超过
1.37亿人次。 而且，校外培训机构呈现出“野蛮生长”
态势，存在许多问题，严重损害了家长、学生的合法
权益，扰乱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12月 14日《现代教育报》）
火爆的校外培训， 直接加重了广大中小学生的

学业负担，让寒暑假成了学生的第三个学期。 校外培
训也加重了广大家长的教育焦虑， 特别是日益攀高
的补课费用让很多家庭不堪重负， 成为家庭重要的
经济负担。

因此， 对校外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必须进行规
范治理。 只有规范治理，才可以保护学生及家长的合
法权益。 另一方面，规范治理可以直接淘汰很多不合
法、不合规、没有资质的社会培训机构，从而降低、缓
解家长对校外补课的焦虑， 减轻学生的校外补课负
担。 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看到，校外培训机构，已经
不只是满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对教育的个性化、多
元化需求， 校外培训俨然成了当下中小学生的一种
刚性需求。

这与当前部分学生及家长过于关注学习成绩、
试图通过拥有兴趣特长等优势升学择校的心态不无
关系。 如果不改变这种心态，校外培训机构也许会在
经过治理之后，进一步上涨补课费用，使问题得不到
根本解决， 让更多家庭在孩子校外培训上加重经济
负担，让更多校外培训机构转入“地下”，进行非法经
营。

而要想彻底治理校外培训机构，规范、整顿只是
其中一方面。 各地教育部门及学校还需要继续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尤其是中高考改革，不断打破唯分数
决定升学机制， 不仅让综合能力成为选拔的重要标
准，更要均衡地区教育资源，让学生能够公平享受优
质教育资源。

校外培训不应
“野蛮生长”

□ 何勇

玩具是儿童观察和了解世界的好伙伴， 其质量
好坏关系到孩子的身体健康和人身安全，但一些“三
无”玩具和劣质品玩具却以次充好、以假充真，屡屡
导致儿童安全事故。 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
的前三季度国家质量专项监测评价结果显示， 儿童
玩具及用品致伤问题增速较快，0 岁至 14 岁儿童在
总伤害案例中占比持续增长， 从 2012 年的 11.31％
增长到 2018年前三季度的 16.21％。

（12月 10日《经济日报》）
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 儿童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能力都比较差， 玩具厂商开发和制造玩具时就
应当知道，这些产品的服务对象是孩子，理应想方设
法避免他们受到伤害。

令人遗憾的是，在现实中，儿童因为玩具受到伤
害的事例，仍时有发生。 翻看新闻报道，在玩具使用
过程中，让孩童受到伤害的，不仅有机械物理伤害、
化学伤害、电伤害、烧伤烫伤等，还有误食或误塞小
零件等造成的伤害。 这些问题的发生，说到底还是儿
童玩具质量不过关造成的。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
损害的，被侵权人既可以向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若产品缺陷是由
生产者造成的，销售者赔偿后，有权向生产者追偿；
若因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的， 生产者赔偿
后，有权向销售者追偿。 如果儿童玩具属于“三无”产
品，没有生产者的信息，销售者有义务指明缺陷产品
的生产者或者指明缺陷产品的供货者， 否则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 当然，对于伪劣儿童玩具的生产者和销
售者，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但是，让伪劣儿童玩具的生产者、销售者承担法
律责任，毕竟属于“马后炮”。 谁也不愿意买到劣质的
儿童玩具，让自己的孩子受到伤害。 对不法厂商惩罚
再严厉，也换不回孩子的健康。 从长远来看，儿童玩
具的安全使用，还需要更健全的法规制度。

近日，一组打着弘扬传统文化旗号
宣扬女德的温州亲子夏令营视频引发
舆论关注。 曾被责令关停的抚顺女德
班，被发现卷土重来，借由开办亲子夏
令营洗脑未成年女孩：男为大，女为小；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坚决不
离婚；穿得时尚暴露，等于教人强奸等。
据悉，该培训班教员大多来自抚顺市传
统文化教育学校。

（12月 11日《北京青年报》）
视频中所宣扬的腐朽观点简直令

人震惊，堪比洗脑的传销。 很难相信在
倡导性别平等、 人格独立的新时代，居
然还有人在宣扬这种男尊女卑、封建糟
粕的价值观。不但违背当今社会道德风
尚，也触碰到了性别平等的文明社会底
线。公然物化、歧视女性，更是对女性权
益和尊严的践踏。

被责令关停的女德班之所以能够

卷土重来，一方面是这类培训机构打着
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 挂羊头卖狗肉，
以宣扬国学的名义招揽生源，获得家长
信任。 另一方面则说明在当今社会，男
尊女卑的陈腐思想仍然有人信奉，“三
从四德”的糟粕思想仍有发展的温床。

女德班的存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
祟，是历史的倒退，违背社会发展的潮
流。此次女德班的受众都是未成年人，她
们的辨别能力、自主意识不强，易受环境
影响，面对这种几近传销式的女德班所
灌输的错误思想，很容易就被洗脑而误
入歧途，形成扭曲的价值观，贻害无穷。

从根本上讲， 严防女德班卷土重
来，还需找准关键，对症下药。唯有将封
建糟粕思想连根拔起， 让追求人格独
立、 树立自尊自强的精神蔚然成风，才
能彻底清除男尊女卑的观念，浇灭女德
班的“鬼火”。

借传统文化洗脑
“女德班”当叫停

□ 史晓帅

□ 欧阳晨雨

在中国西南贫困地区，有 248
所中学直播四川成都七中的课程，
让学生同步上课。 此举在引入之
初，曾有老师撕书抗议。 有些老师
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甚至
整周请假， 让学生自己看屏幕学
习。 不过，16年来，7.2万名学生跟
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
88 人考上了清华北大， 大多数成
功考取了本科，直播课堂改变了一
些学生的命运。

（12月 12日《中国青年报》）

警惕玩具沦为
“儿童杀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