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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晚，武汉一名 14 岁中

学生夜跑时突然倒地。事发学校监

控视频显示，学生倒地13分钟后，附

近社区医院医生才赶到进行心肺按

压急救；25分钟后，120救护车将其送

往医院，当晚抢救无效死亡。事后，

家长质疑该校在安全意识和管理机

制上存在疏漏。

（10月19日《新京报》）

从报道的视频监控复盘此次抢

救过程来看，急救显然难言效率。孩

子倒地后，教师并未立即组织施救，

而被通知的校医在7分钟后赶来，也

未采取急救措施，而是等到附近的社

区医生赶到后才进行心肺按压急

救。相对于急救的“黄金4分钟”的原

则，这些措施无疑明显滞后。

从这个角度来看，家长的质疑并非没有

道理。急救失之于迟滞，客观而言，也暴露了

学校急救能力的整体不足乃至是缺失。

应当来说，此一个案恐怕还是当前学校

急救能力状况的缩影。一方面，总认为青少

年身体机能较之其他成年人更好，相对于其

他校园伤害的防范更容易被忽视。另一方

面，对于学校急救能力也没有明确具体的要

求，如已实施十多年的《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

理办法》，在这方面几乎是空白。即便是近些

年一些地方的学校安全管理立法，对此也没

有具体涉及。

正因如此，中小学校急救能力建设缺乏

应有的压力与动力，在急救专业人员聘用、急

救技术普及、急救设施设备配置等方面，普遍

不同程度存在短板和不足。

事实上，就在当天，新京报报道，教育部

在对全国人大会议相关建议的答复中明确，

将心肺复苏和急救知识纳入学校健康教育，

将急救知识纳入基础教育相关课程。此举，

对提高学生应对突发安全事件的紧急救护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以此为契机，把急救纳入校园安全管

理，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要求和强制标准，以强

化、提升校园安全保障水平。如，设置专业门

槛，提高校园从医的专业化水平；加强培训，

提高体育教师、安全员等急救技能。

房清江

岂能让电子产品当保姆

最近，随着脱口秀的大

火，我的朋友圈里忽然多了

好几位李雪琴的粉丝。她

的表演方式松弛且接地气，

笑料出其不意又耐人寻味，

似乎不太符合传统意义上

的名校“精英人设”。

（10 月 16 日 《中 国 青 年

报》）

人大毕业生弃 40 万元

年薪学做小面、清华毕业生

以说相声为业、海归硕士应

聘汽车维修工……不难发

现，无论是在新闻报道还是

身边案例中，高材生的人生

选择正越来越多元，“不走

寻常路”的情况更加常见，

指责这是“误入歧途”“人才

错配”的观点也逐渐失去市

场。

其实，高材生开拓新的职业方

向，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而

高材生选择另类职业道路，也能给

这些行业本身带来革新性力量。

在北大学习广告专业的李雪

琴，就以“非典型”的表演方式，刷

新了人们对脱口秀和网红的认

知。无论是讲述与老板的相处日

常，还是展现年轻人在大城市中的

心理状态，她的脱口秀都不只是廉

价笑料的堆叠，而是以一种黑色幽

默的方式植入思考、传达观点，进

而推动了脱口秀乃至整个喜剧行

业的自我迭代。这样的选择是人

尽其用而非人才错配。

高材生丰饶的知识背景和视

野，甚至具有重新定义行业的强大

力量。在许多人眼中，时尚往往与

外表、消费主义相挂钩，与思想性

关联甚少。而某位政治学博士出

身的知名品牌掌门人，则通过她的

尝试颠覆了人们对时尚的固有认

知。从政治学到时尚业，没有人能

说她的这一另类选择是种“浪费”。

因此，社会乐见高材生的多元

职业选择，这既体现了对个人自由

的基本尊重，也能为各个行业的发

展更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任冠青

据报道，山东青岛一所中学让体

育老师当班主任，结果遭到家长反对

和投诉，引发广泛关注。对此，教育

部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体育教师、音

乐老师、美术老师、科技老师都可以

做班主任。每一名教师都有教师资

格证，都符合教师要求，他们只是教

的科目不同。相关负责人还提到，学

校的体育中考要逐年增加分值，达到

跟语数外同分值的水平。

（10月20日《光明日报》）

家长反对体育老师当班主任，说

得更直白些，是“看不起”体育教师，

认为相比于语数外科目的教师，体育

教师当班主任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

业成绩。因此，把体育纳入中高考，

提高体育分值，对于提高体育科目和

体育教师的地位无疑有直接推动作

用。不过，要让学校、家长真正重视

体育，除提高体育分值外，还需坚持

依法治教，做到“五育并举”，消除将

义务教育学科分“主科”“副科”的急

功近利做法。

有意思的是，青岛早在1993年就

把体育纳入中考，分值为30分，2012

年和2020年，这一分值先后被提高到

45分、60分。尽管如此，还是有家长

“不待见”体育教师。事实上，从2007

年起，根据教育部“把体育纳入中考，

逐步提高分值”的要求，全国大部分

地区都把体育作为中考计分科目。

不出意料的是，不重视体育的情况依

旧在多地存在。

对此，有不少人认为，这主要是

因为中考体育分值还不够高，体育并

没有纳入高考。沿着这一思路，解决

办法就是进一步提高中考体育分值，

以及把体育纳入高考科目。然而，也

存在令人担忧的问题：这会不会出现

“应试体育”倾向？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进

中考体育测试内容、方式和计分办

法。在笔者看来，应该结合前不久

发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对体育科目评价强化过

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而不是把一

次集中测试的成绩作为中考体育成

绩。

如果就用一次集中测试成绩作

为体育分，必然会出现学校体育教

学就围绕测试项目进行训练、学生

突击准备应考的问题。因此，要对

学生平时上体育课、参加体育锻炼、

体育比赛的情况进行评价和计分，

由此形成体育总成绩，这将有力改

变学校、学生不重视体育的问题。

不妨把体育评价改革作为推进教育

评价改革，尤其是实践过程评价的

抓手。

重视学生成长过程，要求教育实

现从培养考生到育人的转变。这一

转变的顺畅实现，意味着家长从育人

而非功利的升学角度评价教师的重

要性。如此，任何学科教师当班主任

都应得到信任和支持。

熊丙奇

正视“体育老师当班主任遭反对”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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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常常会在餐馆看到这样的景象，大人们忙着聊天，就用手机

或平板电脑来哄孩子。就在国庆假期前，一位6岁小朋友的家人发现

孩子看电视时总眯着眼睛，到医院一查，发现其近视已经高达 600

度。对此，有医学专家提醒，防控高度近视的根本是不能用眼过度，高

度近视患者决不能把看手机、电脑作为课余或业余爱好。

薛红伟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等三部门联合印

发《关于开展拖欠义务教育教师工资等问

题摸査工作的通知》。通知称，各地要从

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的高

度，及时回应党中央关心、人民群众关切、

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切实保障教师工资

待遇落实到位。

（据教育部网站）

这个通知来得正是时候。此前，贵州

省大方县拖欠教师工资补贴、挤占挪用教

育经费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在舆论关

注之下，贵州省立即对有关问题进行核查

整改。而据反馈，拖欠教师工资现象在部

分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在全国范围内来

一场摸查势在必行。从这个角度看，三部

门发布的摸查通知契合了民意。

值得一提的是，有关部门所要摸查的

不只是教师工资有无被拖欠，还包括教师

社会保险费、职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有无

欠缴，以及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

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有无真正落实。这三项内容都是教师最

关切的，也是舆论所聚焦的。显然，摸查

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是复核，最关键的是

整改。对摸查出的问题，各地要登记造

册、建立台账，及时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报

告情况，指导市县一事一案提出整改落实

意见、整改到位。确保真摸查，监督当发

力。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县级自查、省级

复核之外，还需要监管部门下沉，督促各

地如实摸查；需要调动教师提供线索的热

情，健全举报平台。有多少问题发现多少

问题，发现多少问题整改多少问题，既不

容遮蔽，也不容夸大。

在为开展摸查工作叫好的同时，也许

还要思考一个老生常谈却不能不正视的

现实命题。拖欠教师工资为何难以根

治？随着国家对教育投入逐渐增加，一些

地方为何仍要盯上教师工资？按照教师

法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

或者高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

逐步提高，但少数地方连该发的工资都拖

欠，遑论“逐步提高”。拖欠教师工资表面

看是教育问题，实则是社会问题，更是法

律问题。拖欠教师工资，违背了教师法，

也违背了教育法。对于保障教师待遇的

问题，党中央国务院一向高度重视，要求

必须将有关规定在 2020 年年底落实到

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制定

年度计划时，把督促落实教师工资作为第

一号任务、第一号重点工作开始督办。拖

欠教师工资，缺乏对教师的敬重，也缺乏

对法律的敬畏。

该发的工资一分都不能少，该发的奖

金也不能拖欠，足额发放是基本底线。更

应看到，摸查出拖欠工资、奖金现象，除了

整改，还需建立健全的长效机制。比如，

把所有的教师工资纳入预算，按预算进行

执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也要引入监督

机制，落实不到位的应曝光，应问责有关

责任人。

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

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广大

基层教师，落实好工资、社保、医疗、继续

培训等各项政策。整体看，教师工资都

能按时且足额发放，但恰是个别地方的

拖欠现象让人震惊，也让人看到了制度

尊严受到了挑战。如今，国家通过开展

摸查工作督促各地自我检视、主动修正，

值得期待。关心广大教师，就从不拖欠

工资做起，这是低得不能再低的底线。

建立强有力的监督和保障机制，让教师

不再为工资发放而忧愁，这是呵护教师

权益的基本之道。

王石川

治理拖欠教师工资须健全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