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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热议

通不过孩子的考试，家长该反思什么？
郑建钢

北仑区蔚斗小学家长会变考
试，家长们“如临大敌”，有面色凝
重型，有抓耳挠腮型，有苦思冥想
型，有的偷偷打开手机搜索答案。
试卷里有不少“生活类”的题目，

“我的孩子在班级里要好的三位同
学，他们分别是……”“我孩子最喜
欢的老师是谁？”“上一次孩子生
日，我送孩子的生日礼物是什
么？”……很多家长的成绩是“不及
格”。

5月20日《宁波晚报》

家长会变成“家长期中考试”，
出卷人是全校各个年级的孩子，已
经够出乎人们的意料了。而更令
人想不到的是，很多家长连及格分
都没有。不少家长在对照孩子稚
嫩字体的标准答案自批好试卷后，
都不好意思把成绩给他人看。

成绩成绩还是成绩，唯“成绩
论”心态的背后，往往出现一些家
长开完家长会，“回家一顿揍”，而
且可能还是“男女混合双打”。可
是，当“家长期中考试”成绩不及格
时，除了“啪啪”打脸，那些家长是
不是还应该好好反思一下，不及格
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

只考了 23 分的小苏妈妈杨女
士，对孩子的了解不够多，平时的
作业从来不管，如果见孩子作业没
做完，就会着急、发脾气。也就是
说，教育方法，要么放任不管，要么
简单粗暴，面对孩子非常渴望的鼓

励，“从来没有”。
即使是考了87分的毛女士，依

然觉得惭愧。在考到说说孩子的
优点这题时，她写不出来，倒是考
到缺点这题时，下笔就写。

一场算不上正儿八经的考试，
无形之中暴露了许多家长的通病：
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是强求就是
攀比；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不是放
任自由，就是简单粗暴。毫无疑
问，这样的家长，怎么可能顺利通
过“家长期中考试”？

本次家长会的策划者、蔚斗小
学德育副校长刘燕说，学校希望通
过一场考试，让家长们先从社会化
的家长身份回归，客观地看待自
己，再去看待孩子，抱着理解、平和
的“发展论”心态去看待孩子半个
学期的“变化”，这样，一场家长会
的价值也就得到了升华。

家长对待孩子的学习，如果总
是指责和谩骂，甚至棍棒相加，却
看不到孩子的点滴进步和各方面
的协调发展，那么，在孩子们设计
的考题面前，哪怕是“送分题”，都
只能“如临大敌”，陷入沉思。

以理解、平和的心态去对待孩
子，意味着平等相待，意味着关心、
耐心和爱心，更意味着责任和担
当。家长懂得了孩子念书的不易，
那么，不管面对怎样变幻莫测的

“家长考试”,都不会“面色凝重”“抓
耳挠腮”，而一定能够从容应对，取
得好成绩。

5月18日，贵阳市公安交通
管理局云岩分局一大队曝光了一
起典型事故：一名62岁老人谭某
横穿马路时，与一辆小轿车发生
碰撞，这名老人受重伤，全身多处
骨折，腰椎也受伤。同时，司机刘
某恒驾驶的轿车也有损伤。交警
经过调查，认定这名受伤的老人
负全责。 5月21日中新网

在我们的印象中，如果行人因
逆行、横穿马路、闯红灯等被机动
车撞伤或撞死，往往机动车司机要
负一定的责任。因为机动车属于

“强势”一方，交警部门在处理这类
交通事故时，也往往出于行人是

“弱势”一方，而在判罚时偏向于行
人。可以说，这无疑给行人的交通

违法行为“壮了胆”。
而此次，贵阳市云岩交警作出

“行人横穿马路负全责”的判罚，无
疑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是一堂实
实在在的交通普法教育课。它不
仅再次提醒行人过马路不按照交
通信号灯指示通行一样要受到处
罚，而且也是对行人违反道路交通
安全法律法规行为的一次很好的
宣传和教育。相信，“行人横穿马
路负全责”的判罚，一定会得到更
多人的点赞和好评。

但愿今后类似的“行人横穿马
路负全责”的判罚越来越多，从而
让行人也能像机动车司机一样，学
会遵守交规，敬畏交规，确保我们
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越来越少，让
我们的出行更顺畅、更安全。

“横穿马路被撞负全责”
是一堂交通普法课
叶金福

热点追评

街谈巷议

“吃货”到一些网红餐厅就餐，
只要写出溢美好评，附上角度完美
的照片，就可以享用免费大餐。然
而，如此美事却可能涉嫌违法。近
日，杭州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
队组织全市统一行动，对杭州十余
家组织免费吃饭刷好评企业进行
突击检查，发现有百余家网红餐饮
商家、数十个类似的“吃饭”微信
群、数千名“吃货”涉及其中。

5月20日《中国青年报》

这种所谓的“吃货福利”，看上
去很美，不用花钱就能吃大餐，实
际上就是替商家刷好评，换来的免
费大餐。由此可见，这些网红餐厅
的高评分，并非凭借真实能力获
得，而是依靠花钱请人刷出来的，
一点都不靠谱。而且，刷好评本质
上属于虚假宣传，乃是花钱包装自
己，涉嫌故意欺骗消费者，搞不正
当竞争，严重破坏市场秩序。因
此，对于此类“吃货福利”要依法打
击，净化市场环境，涉案商家和“吃
货”都需承担法律代价。

随着社交平台的兴起，现在很
多人外出就餐，或者点外卖时，都
会先看网友的点评，一般好评率
高、排名靠前的，越容易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然而，部分商家为了获
得好评，赚更多利润，不惜违规以

免费吃大餐、送餐券等方式，花钱
请网友刷好评，这就导致好评率失
真，失去了判断商家真实水平的意
义，沦为“烧钱”造假的金钱游戏。

显然，刷好评会误导消费者，
影响到消费者的最终选择，在不知
情的情况下，选择了虚假的“网红
餐厅”。而且，“吃货福利”只是让
少数“吃货”和网红餐厅受益，却损
害了大多数消费者的权益，也破坏
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乃是典型
的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不加以整治
的话，必将令老实经营的商家利益
受到影响，造成整个行业趋向恶性
竞争，长久下去，社会大众的利益
都将遭到侵害。

诚实守信是商家的本分，也是
长久经营之道。毕竟刷出来的好
评，不能代表真实水平，看似完美
的照片，精心编造的好评，都是虚
幻的泡影，消费者亲身品尝后，就
真相毕露了，那么口碑也会就此崩
塌。因此，商家别贪图便利走捷
径，刷好评只是一时爽，不能持续，
最终还是要靠真材实料赢得消费
者的认可。同时，消费者也要警惕
社交平台的好评，不要轻易相信高
评分，应多方参考网友意见，再做
定夺，对于属于虚假好评的情况，
则要积极投诉、举报，揭开“美丽面
纱”背后的真面目。

“吃货福利”看上去很美
刷好评就该依法打击
江德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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