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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渣”爸爸的发言为什么圈粉

校服怎么穿，不宜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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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评分梗里读出学生心声
□ 朱浙萍

近期，“穿上校服变法式小面包了”的话题登上平台热榜。在

该话题下，有不少学生发布视频表示，学校要求必须把校服穿在外

套外面。有专家表示，一些校服可能只有两套不同的样式，没有应

对各种季节变化的功能，这就导致到秋冬季，天气转凉，学生们仅

仅穿校服是不够保暖的。特别是中小学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而

校服的尺寸并不能够满足所有学生都把衣服穿在里面的需求。专

家建议，在日常校园生活中，不能做过于严格的要求，而是应该根

据季节情况，怎样穿得舒服、怎样穿得合身，让学生自主决定。

石向阳

近日山东青岛某家长会上，上台

发言的是一位“学渣”爸爸。原以为，

他会一脸哀其不争的沮丧，指责抱怨

孩子的懒惰不自律。没想到，这位“学

渣”爸爸的学霸级发言不仅风趣幽默，

其坦诚积极的态度、无条件信任孩子

的豁达，引发网友的点赞。

（11月21日《成都商报》）

视频中，这位爸爸的第一句话就

是神转折——“我的儿子是学渣。但

是我依然相信，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国

之栋梁。”紧接着，他为孩子成绩不佳、

拖了班级后腿，向其他家长道歉。随

后，这位爸爸表示“我相信，孩子能有

个美好的未来。”他用两点原因，解释

了为何如此相信——其一，儿子心理

特别强大，他学习成绩这么差，依然能

吃能喝能玩能睡，连当爸爸的都佩服

他。其二，各科老师辛勤付出和培育，

孩子竟然有时候也能考及格，看着孩

子一天天进步，这位爸爸认为他最后

有可能成为优秀的人。

一段时期以来，有些“教育内卷”

就像看不见的战役，影响着教育环境，

让部分家长陷入无穷的竞争中。“不能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今天不吃苦，

将来就有吃不完的苦”诸如此类的话

术，除了制造焦虑、加剧亲子关系恶

化，对孩子成长并无积极意义。现实

中，因高压教育导致的悲剧，一些孩子

不在听话中崩坏、就在沉默中极端的

悲剧，并不罕见。

教育的真谛，是培养孩子成才。

可这个才，绝非耗材。何为人才，金榜

题名、腰缠万贯？如此定义人生，未免

太过浅薄狭隘。人生是一场马拉松，

支持人们跑到最后的，定是对生活的

热爱、对梦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期待。

有人曾这样形容当代的孩子：“书

包那么沉，不能自由自在奔跑，体会蓝

天白云之下，天然的轻松快乐。周围

全是人生设计师，树还没长成呢，就有

人打算做大立柜了。”

其实，我对“学渣”“学霸”一说，并

不认同。榜上无名，不代表脚下无

路。用无条件的爱去陪伴，保护孩子

的自尊和自信。给童年以时间，而不

是拿走时间，让童年消逝。

希望“学渣”爸爸这段格局打开的

发言，如一枚投入水面的石子，敲开一

些不必要的竞争。人生的出厂设定不

是学习、考试、竞争的无趣循环，而是

拥有属于自己的光彩，找到心中所爱，

自信快乐过一生。

11 月 25 日，北京市委教育工

委、市教委表示，要最大限度保障学

生健康安全，做好师生健康监测，确

保师生不带病上课。特别提出，学

校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一律不做

硬性要求，不建议患病期间赶、补作

业，一切以孩子身体为重。

（11月27日《北京晚报》）

近期，北京市进入呼吸道传染

病高发季节，而儿童作为易感人群，

感染数攀升。孩子生病，或直接缺

课去医院，或下课赶去看病，做功课

的时间自然少了。同时，学校的教

学进度照常，作业依旧，生病学生无

形中压力更大。或怕耽误了课程回

到学校跟不上节奏，或为完成学校

布置的任务，很多孩子不得不带病

赶作业，有的竟然在医院边打点滴边写。

学习精神让人感动，但孩子病了，第一位

的就是配合治疗、多多休息。生病还得赶作

业，连休息时间都不能保证，根本不利于治

疗，怎么能好得快。近日，外地有医院专门设

置“学生输液区”或“爱心书桌”，有的家长点

赞，但更多的网友看到报道之后觉得心疼。

其实，输液室里写作业是不少家长的无奈选

择，一边担心孩子的身体健康，一边又怕孩子

落下功课。有网友就表示，“不是家长想卷，

是因为落下的课和作业，不会因为你生病而

等你”。市教委的通知，是为孩子减负，也是

替家长分忧。

教育的目的是人，掌握知识的多少只是

初级目标，让学生体会到社会人性化的关爱，

在一点一滴中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才是高级

任务。北京市提出对学生患病期间的作业不

做硬性要求，就是在提醒学校老师和家长：一

切以孩子身体为重，这个时候不需要培养孩

子“带病做作业”的坚持精神，需要的是让孩

子感受到来自家长和老师的关怀。关爱这堂

课上好了，行胜于言，身教胜于言教，激发的

将是孩子病后加倍学习的动力。

落下的功课怎么办？北京市教委为学校

和家长解决了这个后顾之忧。通知要求，要

做好线上线下教学有序衔接，就近期课堂教

学重点，学校、班级及时与家长沟通对接；同

时提醒家长，孩子即使身体好转也不用着急

返校复课，巩固好身体，可以利用丰富的线上

教学资源居家学习。嘱咐之细致恳切，措施

之完备周到，都为老师和学校卸下了心理负

担。

健康是孩子当前最要紧的功课。病了就

放下书本，正是为了上好健康这一课。让病

中的孩子能安心休息、安心养病，本是常识。

期待患病期间学生不必赶作业的措施能够常

态化，成为家校双方的共识。

近日，虎扑论坛发起的“全国高校

评分”走红网络，不少“机智评语”成了

新的“网络梗”，甚至还有不少网友特意

注册账号对高校进行评分。

（11月24日《浙江日报》）

对于这份“高校测评”，有人觉得有

趣好玩，也有人认为不够客观公正，抹

黑了高校形象。其实，对于这样一份非

官方的“业余”测评，不必上纲上线，不

妨以更加宽容的心态，将之视为学生倾

吐心声的“树洞”。

不同学校的测评“画风”也千差万

别。有的充满戏谑调侃，比如针对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的毕业生去向，有校友点

评：“聚是一团火，散是派出所”，清华大

学的高亮评论是：“感觉一般般，我周围

的人很少上这个学校”；也有“家政公司

冒充大学”“高中比大学有名”“全靠同

行衬托”等精辟犀利评价。

对此，舆论大多表现出善意和宽容

态度，认为这是学生在自由网络环境下

表达真实情绪的表现。但也出现了一

些不同声音，有学校表示测评内容没有

参考价值，也有人认为在校生和毕业生

不该随意抹黑母校。

一直以来，外界都不乏对各大高校

的臧否月旦，测评形式也是五花八门：

从独立机构的各种大学排名到同业公

会细分至专业的榜单，不一而足。这些

评价，当然是衡量高校办学质量和办学

水平的重要指标。但不要忘了，一项很

难被量化的指标，那就是学生的内心感

受。而满意度和信任感才是他们打分

的标准。学生的体验怎样，有哪些不吐

不快的感想，都值得关注和倾听。

“本来想打满分，扣一分是因为食

堂”“谁给的五星了？是晚上断电断网

让你感觉到”……这些细节勾勒着他

们日常生活学习的点滴，折射出让很

多学生感到困扰的痛点。那些充满人

文关怀的学校，学生自然不会吝惜赞

美。比如有评论“这是一所最宠学生

的大学”“全世界最好的校长”，如此动

听、珍贵。

因此，面对这份“高校测评”，与其

过度纠结于排名，责怪学生给分太低、

负面评价太多，或者假装“视而不见”，

不如抱持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将其看

成倾听学生心声的一个窗口。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这才是高等教育机构应

有的胸襟和气度。

近日，一首“灰色童谣”

引发了不小的网络争议。

有网友发文称，一本儿童读

物里收录的儿歌《小妹别生

气》有不良引导的嫌疑。据

显示，《小妹别生气》一文收

录于儿童读物《识字认读》

中，该书由天津出版传媒集

团旗下的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

（11月27日《河南日报》）

现实生活中，人们习惯

给孩子读些形式简短、语言

逗趣的儿童读物，形式上多

以顺口溜、儿歌、童谣为主。载有《小

妹别生气》的那册《识字认读》就是此

类读物。但旨在教孩子“识字认读”的

童谣，也承担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品

读“我坐椅子你坐地，我吃香蕉你吃

皮”两句，的确存在有悖常识、有违礼

貌、误导三观的问题。

面对如此明显的偏差，有人颇不

以为然，反而觉得有趣，认为网友“不

必较真，大家小时候都调皮过”；而涉

事出版社的回应则是，引发争议缘于

“可能每个人的价值取向不一样，我们

也尊重对方”。但更多受访家长却普

遍认为，童谣里的行为“很不礼貌”，

“这样的儿歌，怎么能印在纸上，教给

孩子呢？”由是观之，对于“我吃香蕉你

吃皮”引发的争议，的确有必要厘清是

非、辨明正误。

众所周知，启蒙教育不单单要教给

孩子们“识字认读”，还要教他们做人做

事。而学会分享就是很重要一课。既

然大人们对此看法不一，那就不妨先问

问这本书真正的读者——在孩子们的

世界里，“我坐椅子你坐地，我吃香蕉你

吃皮”该是怎样的语义色彩？有老师特

意为此组织幼儿园中班开展讨论，这群

4～5岁孩子普遍感到“不开心”。从常

识看，这首歌谣传递给孩子们的，就是

拉高踩低的“不平等”观念，这既有悖分

享观念、也有违文明礼貌。

这样的“灰色童谣”不是儿戏，搞

不好就会有悖于孩子的正确启蒙和健

康成长。由此看来，儿童读物要真正

担负起启蒙责任，选择素材时要严格

把关，才能给祖国的花朵提供更加健

康、优质的精神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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