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六年级男生拿着刚发下
来的科学作业本，跑到办公室，气
冲冲地质问科学老师郑维庆：“这
是科学作业，又不是语文作业，为
什么写错别字要扣分？ ”实际上，
郑老师平时在批科学作业时，就
经常“找茬”，纠正学生的错别字。

“孩子们抱怨，说我又不是语文老
师，这是多管闲事。 ”郑老师哈哈
笑着说。

（2 月 28 日 新华网）
也许，在部分学生眼中，不小

心将名词、动词写错，只要“音相
近”“读得懂”，就无需扣分。科学老
师改错别字，似乎是操语文老师的
心。 可事实真是如此吗？

科学讲究严谨和细致，文字上
的一字之差，可能会造成概念上的

“谬以千里”。 例如化学科目中氕、
氘、氚三字，虽然三者之间只有一
笔之别，可一个是化工燃料，一个
是化工材料，一个是氢弹原料。 千
百年来，因一字之差酿成的大祸数

不胜数。若不从小养成严谨细致的
学习习惯， 未来从事科学工作，势
必会因不良习惯而吃亏。科学老师
改错字，也是对科学事业负责。

再者， 学生有疑惑有错误，老
师就有责任纠正。物理课学生计算
出错， 物理老师可以传授数学技
巧；生物课学生不识元素，生物老
师可以讲解化学常识；语文课学生
精力不集中，语文老师也可以引导
学生端正态度。 学科知识是相通
的，老师教育学生，学科之间就不
该壁垒分明。即便不谈科学的严谨
性，科学老师改错字，也没毛病。

信息化时代，中小学生习惯了
各类输入法与语音视频通信，写字
的机会本就不多，“写错字” 不算

“错”的观念如果种下，语言文字能
力难保不受到影响。 总而言之，科
学老师在科学作业中改错字，值得
鼓励。 我们也应该期待，有更多的
老师敢于“跨界纠错”。这既是对孩
子负责，也是对教育负责。

□ 余娅

考少年班也得有个好身板

提起少年班，总能引起公众的好奇。 日前，有记者从西安交通大学
2019 年少年班选拔复试现场获悉，今年的少年班选拔更加注重对学生
在“科学思维、创新热情及渴望”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考量。体能测试
同样是少年班考核重视的内容。

学校有关负责人表示，从近几年的测试看，“情况很不乐观，令人担
忧”。首先是学生缺乏最基本的运动训练，都不知道正确的跑步姿势。另
外，他们的体能普遍较差。“半圈过去就跑不动了，加强体育教育的确是
需要大力呼吁、着力解决的问题。 ” 石向阳

近日， 记者在和杭州滨江区春
晖小学田校长聊天时了解到， 春晖
小学要求每一位女教师都要化淡妆
上班， 并且每个工作日她都要在群
里反复提醒。田校长认为，老师的形
象实际上对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教师形象也是教育的一部分， 化个
清新简约的淡妆还是必不可少的，
在课堂上也显得庄重。

（2 月 22 日 浙江在线）
@ 浙江读者刘云海 教师化淡

妆确实很有必要， 尤其是小学阶段
的女老师。 化淡妆能让女教师变得
更有气质更具朝气。 小学生的审美
观其实很单纯， 教师化淡妆能增加
自己的亲和力， 增强与学生的亲近
感， 从而给学生一个美好愉悦的印
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种

无声无形的教育， 能让小学生从小就注重仪
容仪表。

@ 吉林读者樊耀文 老师的形象确实是
教育的一部分。 美好的事物总是让人愉悦和
舒心，老师要作美的表率，女老师化淡妆，能
很好地衬托出女性之美， 相反， 一个不拘小
节、 不注重自己外表的教师是不受学生欢迎
的。契诃夫说：“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丽的：面
貌、衣裳、心灵、思想……”普通人都追求美，
老师更应如此。

@ 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平 如果仅要求
女教师晨起描眉、涂口红，意义不大。 更应从
着装、礼仪、气质诸方面给予细化，简约应是
最好的教师形象。不能花枝招展进教室，亦不
能邋里邋遢、不修边幅进教室。 对于老教师，
哪怕满头白发，也要讲究仪表，这样既能给学
生树形象， 也能反映人内在的品质与精神面
貌，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开展。

@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曹灿辉 讲台是
老师传授知识和展示美的舞台。 老师自己精
神让学生赏心悦目， 能产生视觉上的良性互
动，让师生在美的氛围中上课学习，效果会事
半功倍，也会潜移默化对学生进行美育熏陶。
但若女老师“过度”化妆，则会“分散”学生的
注意力，耽误女老师太多时间，是本末倒置。
老师要把主要精力用在教育教学上， 不宜在
“面子”上大做文章。女老师化淡妆上课，学校
莫强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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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坡

连日阴雨的杭州终于转晴了，杭州外
语实验小学任性地临时决定：周末的作业
就不布置了！把“出门晒太阳”变成本周末
的作业。 这项特殊的作业叫“我与太阳有
个约会”，要求孩子们放下课本和作业，到
户外参加一项有趣的活动。

（2 月 25 日《钱江晚报》）
周末作业是“出门晒太阳”，杭州这所

学校真的很“有爱”。 设身处地想一想，久
雨初晴，谁不想放下手头上的事儿，去大
自然里走一走？

但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所有学校都敢
做。一来，怕破坏学校的教学安排。周末作
业是对一周学习内容的复习巩固，若没有
按部就班地完成，新一周的教学安排就要
相应地进行调整。 二来，怕影响孩子的学
习节奏。 寒假结束，好不容易让他们收心
回到课堂，新学期才开始就鼓励他们放下
课本和作业，这样好吗？

好与不好，得问问孩子。笔者相信，孩
子们一定乐于完成这份“晒太阳”的作业，
从这份作业里，他们感受得到学校和老师
对自己的爱： 大部分孩子的周末时光，要
么在家写作业， 要么被各种各样的补习
班、特长班塞满。 让他们“和太阳约个会”
“到户外参加一项有趣的活动”，不仅把他
们从家庭作业、 补习班的束缚里解放出
来，还让孩子们有机会和父母一起走进大
自然，走进春光里，这样的作业孩子能不
喜欢？

“影响学习”的担忧也大可不必。 大自
然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当课本上的花花草草真实地出现在眼前，
当孩子试着用学到的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难
题时，知识就真正达到了“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的效果。 如此看来，任性的“晒太阳”
作业，是更有水平更显高度的作业。

一滴水里看世界， 于细微处见精神。
“晒太阳”的周末作业得到好评如潮，亦给
了我们看待“作业”的新角度，学校课外作
业、课外活动的布置大可以跳出教学大纲
的条条框框， 多给孩子一些惊喜的体验，
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晒太阳”的作业
太“有爱”

近日，一则“数学大赛中国队全军覆
没”的消息成为网络热点。在 2 月 25 日闭
幕的罗马尼亚数学大师杯数学竞赛中，中
国队无一人获得金牌，最好成绩是获得银
牌的第 15 名，总成绩中国队排名第 6。

（2 月 28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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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奇

？

这一消息与中国“奥数大国”的形
象形成强烈反差， 引发许多网友不满，
甚至怪罪于之前国内的“禁奥令”，即教
育部取消奥赛和升学挂钩的规定；与此
同时， 还有另外一些针锋相对的声音：
“奥数根本没那么重要， 美国从来没有
系统地集中式培训参加奥赛”“我们的
孩子更需要培养的不是奥数， 而是诚
实、守信、感恩……”这么说，比赛失利
反而像是“素质教育”的胜利了。

我认为上述两种极端的反应都不
可取，前者功利心过重，后者则趋于反
智主义。 既然是比赛，就要正视比赛结
果，输了就是输了，把输说成“另一种
赢”是阿Q 心态。 当然，这次失利到底
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学生的数学
水平，需要尊重专业意见。

此次领队瞿振华表示，只是把罗马

尼亚数学大师杯看作锻炼队伍的机会，
比赛结果不代表国家数学水平。但他也
承认：“第三题我们没有一个同学做出
来，显示出我们的学生在遇到具有一些
高等背景的组合问题时视野不够宽阔”

“我的感觉， 学生从初中进入高中以后
的基础，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扎实。 ”

所以说， 门外汉一看到“中国队
全军覆没” 便大惊失色完全没有必
要。 但有人把奥数说成毫无意义的

“奇技淫巧”，甚至当成所谓“素质教
育”的对立面，同样值得警惕。 据报
道，“美国从来没有系统地集中式培
训参加奥赛”是谣言，美国参加国际
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队伍也经过了层
层筛选、集中培训。

“禁奥令”是要刹住“全民奥数热”
的歪风邪气，绝不是否定奥数，更不是

否定数学教育。 以前许多孩子明明没
有数学方面的天赋与兴趣， 单纯为了
升学加分耗费大量的精力、 财力参加
奥数培训，确实造成了极大的浪费。

但是有天分的孩子绝不会自动变
成数学家。 他们首先要从茫茫人海中
被识别出来， 然后还要经过系统专业
的指导和刻苦的学习， 才能成为有用
之才。 数学竞赛作为一种选拔与培训
机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要知道，一个社会的大部分人可能
终生都不用懂得微积分，会用计算器就
行了， 但必须有一小群人精于数学、热
爱数学。把潜在的天才挖掘、培养出来，
既是对社会负责， 也是对这些孩子负
责。教育有自己的规律，不能揠苗助长，
也不能过于“顺其自然”。 我想，当下许
多家长已经逐渐明白过来这个道理。

科学老师“跨界纠错”不是瞎操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