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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西省吉安市一名女生在课

堂上睡着，女教师看到后为她捏肩将其

叫醒，随后还教学生们做颈椎操防困。

该教师称青春期的学生比较敏感，直接

点名担心她接受不了。

（12月2日《浙江教育报》）

不少教师都遇到过学生在课堂上睡

着的情形，而如何对待瞌睡的学生，考量

着教师的教育智慧和教育情怀。通过捏

肩将学生叫醒、教学生做颈椎操防困，在

尊重学生的体面尊严和内心感受的同

时，也表现出了教师的善良与细致。这

份“柔软的力量”不仅能抚慰人心，也具

有育人的功能。

学生在课堂上犯困，显然是一种失

范行为；教师据此对学生进行规训与惩

罚，其实也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过

去，一些教师习惯了用粗暴的方式，如通

过形形色色的批评或体罚来惩戒学生。

与之相比，这位教师的捏肩叫醒，不仅是

对学生的尊重，也是对学生的一种呵护

和善待。“捏肩叫醒学生”折射出平等的

师生关系，显然是一种可喜的进步，既达

到了叫醒的目的、维护了课堂秩序，也充

分保护了学生的自尊。

课堂上打瞌睡，显然是由睡眠不足

引起的。不论是学业负担、学业压力过

大，还是缺乏自律自制导致作息不规律，

抑或因为家庭矛盾、同学纠纷等原因影

响了休息，学生在课堂上睡觉的背后，都

可能有值得探究的深层次原因。不分青

红皂白、居高临下地对打瞌睡的学生进

行规训与惩罚，可能会一时奏效，却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治标不治本。反而

是这种温柔唤醒的力量能够给他们以积

极的、善意的提醒，更有利于学生改正错

误，管理好自己的作息时间。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

一把火。”教书育人不仅是一种知识和

技能的传授，也是一个塑造学生的品德

修养、价值取向和精神品质的过程。教

师的言传身教、春风化雨，不仅影响了

那个课堂上打瞌睡的女生，也感染了班

里的其他学生。当学生们从教育中得

到了爱与温暖，他们的希望之灯才会更

加明亮，也更有利于他们成长为具备温

暖性格的人。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渠道，承

载着无数个家庭厚重的期待，学生们也

面临着巨大的学业压力。懂得体恤和谅

解学生，用爱的教育去善待学生，用自己

的将心比心去唤醒学生，用自己的柔软

与温暖去呵护学生，遇到这样的好教师，

是学生的幸运，也是学校的幸运。

近期，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2021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

作的通知。通知指出，要树立正确用

人导向。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

历”的用人导向，在招聘公告和实际

操作中不得将毕业院校、国（境）外学

习经历、学习方式（全日制和非全日

制）作为限制性条件。

（12月4日《广州日报》）

英雄不问出处，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这是被历代圣贤奉为圭臬的选

人、用人之道，为何到了今天，一些选

人、用人场景反而落入“唯名校”“唯

学历”俗套，非名校、非高学历、非海

归甚至连应聘的“入场券”都拿不

到。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退步？

进步抑或退步尚可争议，但说“唯名

校”“唯学历”是一种粗放型用人观应

该比较公允，大家能够接受。

实然与应然之间有落差，并非全

是“傲慢与偏见”。某种意义上说，

“唯名校”“唯学历”是多头、多重博弈

的结果。体现在选人上，它是一条人

才筛选的“捷径”。假如你是一个大

企业的 HR，一次招聘收到 5 万份简

历，在进行电脑初选时，你怎么办？

一一见面考察不现实，显而易见，划

一道毕业学校或学历硬杠杠，来个

“一刀切”，最简单也最省事。人力资

源市场处于买方市场，人才难免被

“高消费”。若是民营企业行为，虽不

理性亦无可厚非，花钱雇什么人，“金

主”说了算；若是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招人，这样做就不那么

名正言顺了。别的不说，“唯名校”

“唯学历”本质上是一种损害劳动者

平等就业权利的就业歧视，不应该出

现在此类招聘中。

积非成是，相沿成俗，想校正也

没那么容易。2013年5月，有关部门

就下发过通知，申明“三个严禁”，其

中之一是“严禁发布含有限定‘985’

高校、‘211’高校等字样的招聘信

息”，并表示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

的就业歧视”。效果究竟如何，有待

观察。扬汤止沸，禁而不止，最大原

因恐怕还在于部门规章层次不高、

刚性不足，难以应付复杂场景，无法

对众多主体形成有效约束。反就业

歧视是法律该管的大事，要从司法

实践中获得保障力。一次成功的司

法实践，胜过无数次空洞的宣讲和

说教。假如出现这种场景：一位因

非名校出身而失去应聘机会的劳动

者对招聘者提起诉讼，并最终赢得

维权官司，多少会对其他招聘者形

成震慑。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无

论最后用何种方式扭转“唯名校”“唯

学历”用人导向，告别粗放型用人观，

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都应

先带头、带好头，建立一套以品德和

能力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目标的人

才使用机制，确保“不拘一格降人

才”。

近日，中央网信办、教育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未成年人

网课平台规范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提出，要强化日常

监管，督促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以正确价值导向为引领，加强网课教学

大纲和图文、视频授课内容等审核把关，将弹窗、边栏、悬浮框、信息流加

载、互动社交等环节纳入重点管理范畴。有教育专家建议，各地各相关

部门要督促网站平台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把好信息内容管理“第一道关

口”，真正为未成年人打造一片清朗的网络学习空间。

王铎

“定制国奖级别的作品9000元，

省奖 4000 元，如果国奖未获奖可退

500元，但‘包得省奖’，未得奖可退全

款，所需的作品面试答辩可以负责教

授。”这是某网店的广告。据报道，目

前市面上存在可定制绘画、网页设

计、动画、科创小发明、大赛计划书等

比赛作品的生意链，覆盖青少年至大

学生群体的各类重要赛事。

（12月4日《钱江晚报》）

代人创作比赛作品，何以竟然成

为一门明码标价的生意？商家当然

是冲着可观的收益而来，而获奖者除

了得到称赞和荣誉外，可升学加分、

评优保研加分、获得奖励，双方可谓

一拍即合。各取所需的结果是助长

了歪风邪气，严重影响了评奖的公平

公正性。

以此手段给孩子提供“助力”的

家长们，需要反思。弄虚作假不仅违

背了比赛初衷，更给孩子作出糟糕的

示范。毫不客气地说，家长的弄虚作

假不是在帮孩子，而是在给孩子埋

雷。

正是因为家长有需求，才有了这个市场，所

以，去除比赛的功利化，让家长的功利心无以落

地，就能规避这个问题。今年7月，教育部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

活动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继续严格落实

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不得将任何竞赛

奖项作为升学依据；严禁将各类竞赛获奖情况

作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加分依据，相关特

长和表现等计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看来，靠获奖获得加分的路已经走不通

了。不过，获奖还是能为孩子的档案增色，很多

家长依然热衷弄虚作假，这就需要对相关各方

加大惩戒力度，提高造假成本。

比如，代画作品是一种流水线作业，缺乏创

造性，往往具有刻板化、模式化的特点，专业评

委识别起来并不难，但代画作品频频获奖，说明

比赛组织方为了利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置

公正于不顾，应该受到惩罚，被取缔最好——这

样的比赛毫无益处。

对于参赛造假，教育部也已表态，将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代劳者，坚决禁止违背学术诚信要

求的行为；对于情节严重或者经警告、提醒仍不

改正的，将从竞赛名单中移除，并不再受理举办

单位举办竞赛的申请。如此，造假成本提高后，

比赛的公正性应能达到一个理想水平。

对于“代劳”广告的泛滥，相关平台不能放

任不管。切实加强广告审核，限制有悖公序良

俗的广告，是应有之义。只要群策群力，何愁不

能切断代劳参赛的“生意链”？

11 月 27 日，浙江宁

波慈善总会收到神秘人

“顺其自然”的 103 万元

捐款。据了解，从 1999

年起，“顺其自然”每年

捐款，逐年递增，22年从

不间断，目前捐款已达

1258 万元，主要资助方

向是助学。他曾留言：

坏事不做，好事不说。

（12月2日《湖北日报》）

这是一份温暖的约

定，每年 11 月底到 12 月

初，“顺其自然”都会如

约而至，平淡、高尚、神

秘。“坏事不做，好事不

说”，八个字铁骨铮铮，

又意蕴绵绵，没有人知

道他多大年纪，是男是

女，做什么工作，过怎样

的生活，但他又在我们

身边，在茫茫人海之中，

对需要帮助的人无私慷慨地伸出双

手。

这种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的侠隐于市，是中华民族古老美德

的时代延续，它闪耀着人性光辉，镌

刻着赤诚大爱，总能让我们被平凡

人的善意而打动。他们可能是牢牢

托举悬在防盗窗外幼童身躯的邻居

大叔，可能是风雪中为大家清扫出

一条路的老者，可能是给偏远山区

的孩子寄去“温暖包”的陌生人……

一人一风景，平凡人身上的仗义和

侠气，如萤火虫般的微光连成一片，

驱散黑夜的寒冷，相互照亮前行的

道路。

“顺其自然”22年的坚持，累计

资助了2000余名困难学生，改变的

不仅是他们的命运，也让爱心的接

力棒不断被传递，汇成一股股温暖

的洪流。“顺其自然”背后所代表的

或许不仅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

体，一组群像，一种信念。但行好

事，莫问前程，我们的生活因为有众

多这样无言的“燃灯者”而增添了更

多的暖意和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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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名校”是一种粗放型用人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