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内向、爱发脾气，报个情商课，就能统统
解决？近日，“情商班”火爆家长圈，有辅导班声称：
3岁就能让孩子成为“社交万人迷”。0—3岁一年
的情商课收费在万元出头，3—6岁则要近2万元，
两年课程则要 3.6万元。（5月12日《现代快报》）

从情商教育机构的报价来看，每一个阶段的
“情商班”学费都价格不菲，宣传材料上，则充斥着
“控制情绪不随意发泄”“增强抗压能力”“懂得团
队合作”“学会和小伙伴沟通交流”等词句，还被宣
传成可以速成提高孩子情商。

至于情商课的效果，有的家长认为有用，有的
家长则认为毫无效果。事实上，情绪本身没有优劣
之分，在动画片《头脑特工队》里，就生动展示了人
的快乐、悲伤、恐惧、厌恶、愤怒等五种情绪，每一
种情绪都是人复杂性格的组成部分，也是亿万年
进化的结果。事实上，并非只有快乐是唯一有用的
情绪，每一种情绪都有自身的作用。因此，我们应
该坦然面对各种情绪，能够接纳悲伤、失落、恐惧
的情绪，允许情绪释放，敞开我们的真实一面，不

再需要一直伪装和演戏。
家长给孩子报天价“情商班”，乃是希望通过

上情商课，改变孩子的内向性格，让孩子变得更加
开朗活泼，帮助孩子更善于表达自我、表现自己。
这实际上来讲，家长是在否定孩子的自我性格，试
图重新塑造一个外向型的性格，以便孩子未来长
大后，更适应社会发展。事实上，在社会上，情商确
实对社交有利，但只有部分职业需要一定的情商
技巧，例如销售、房产经纪、客服代表等。而诸如科
学家、会计、艺术等职业，过多追求情商反而是负
担，因为从事这些职业的人，精力应该更多地花在
专业上，而非人情世故。

因此，家长应理性看待情商课的真实作用，花
高价将孩子训练成早熟的“社交高手”，看似提高
了情商指数，可也让孩子过早失去了童真，得失之
间未必划算。而且，人的性格是复杂、多元的，社会
发展亦是如此，家长需要做的，则是多关注、多陪
伴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给予爱的教
育，让孩子的心理得到健康成长。

江德斌

百姓话语

别再给天价“情商课”缴“智商税”了

不吐不快

5月 11日下午，一则高校答辩现场老师向学
生扔论文的视频在网上传播。画面中，老师对站在
讲台上进行答辩的学生进行严厉批评，指责学生
答辩准备不充分，并将学生的论文扔向讲台。视频
发出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有不少自称是该校学
生的网友就此事展开讨论。（5月12日南方网）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站在讲台上遭到台下老
师扔论文的既有男生也有女生，从老师简短的严
厉批评中更可以听出，老师并没有指责学生论文
的质量问题，而是“怒斥”学生对论文答辩的态度，
言下之意，是学生没有认真对论文答辩，意图敷衍
过关。一些熟知内情的该校学生更透露，扔论文的
被称为“大仙老师”，不仅教学水平高，平时对学生
也非常严格和负责任。此事应当是答辩学生自己
的问题。

按理说，无论对于站在台上做答辩的学生，还
是坐在台下的老师，双方都应该彼此尊重。而为了
缓解和消除答辩学生的紧张心理，老师更应当包容
学生在答辩过程中出现的某些“言差语错”，甚至是
不当行为。一边严厉批评的同时，又将论文扔向站
在讲台上的学生，的确显得有些“简单粗暴”，难怪
会让站在讲台上的答辩学生既尴尬又羞愧。

但是，老师的这一行为有错吗？面对即将毕业
的大学生，负责论文审查鉴定的老师可以有多种
选项，如果不是出于对答辩学生的未来负责和严
格履职的需要，“大仙老师”完全可以对学生的准
备不足“睁只眼闭只眼”，对答辩准备不足甚至论
文本身存在严重问题的学生“网开一面”，说不定
还会给自己今后留下很多“后路”，而事实上这样
的老师乃至导师更不乏其人，不少已经被公开曝
光的学术不端行为，也正是从这样的“审查答辩”
过来的。

“大仙老师”在情绪激动之下才做出这种严厉
举动，表面看起来是有些“过激”，但稍加品味就不
难体会到“大仙老师”内心的复杂，既有老师对学
生的“恨铁不成钢”，又有长辈对晚辈的痛心与教
诲，同时也是对某些浮躁心态乃至学术不端行为
的一种痛斥。其实，我们更能感受到论文扔给了学
生，“大仙老师”的内心恐怕比学生更难受，“羞辱”
的是学生，“打脸”的何尝不是当老师的自己？

很显然，被扔论文的学生辜负了老师期望，对
于这样的学生，老师对其严厉批评是一种责任和
爱护，把论文扔过去看似是一种不规范行为，但

“扔”出了师道中可贵的责任心。
朱永华

漫画：朱慧卿

论文扔学生“扔”的是怒其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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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电脑上贴的
这张温馨提示
应该多多益善

“各位朋友：尽我可能会给大家加号，排
队时间较长，但请耐心等待。40号以后要下
午。谢谢配合。”杭州市中医院中医妇科副主
任中医师马景的门诊电脑屏后贴着这样一张
纸条。（5月8日澎湃新闻）

不知从哪天开始，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
几乎到了越来越多医护人员不支持子女报考
医科类院校的地步。解开医患关系紧张的钥
匙在哪里？我认为，有一把钥匙叫纸条——杭
州市中医院中医妇科副主任中医师马景贴在
门诊电脑屏后的温馨提示。

一是做高尚医德的医生。人们之所以愿
意将生命托付给一群“陌生人”，正是因为这
群人是生命的“守护神”。一号难求，病人急切
看病，医生愿不愿意给病人加个号成为许多
患者最纠结的事。马景从 2015 年在门诊工作
开始就尽量“无限制”加号，每周日上午的半
天门诊，几乎都延续到晚上 8 点多下班。马景
说，“自己少休息一点，能方便这么多患者，值
得。”她把做一名良医放在首位，用一点一滴
的行动坚守医者仁心，从身边小事做起彰显
高尚医德。

二是做换位思考的医生。中国医师协会
一份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在频发的医疗
纠纷中，因技术原因引起的不到两成，而医德
医风、服务态度和语言沟通等占到八成。如果
医护人员和患者都能换位思考，那么医患关
系将会和谐很多。马景看到很多患者都大老
远来，感受到“很不容易，看一次医生成本也
高”，于是能加号就尽量加。如此考虑患者的
感受，那怕冰都会融化，何况人？

三是做温暖感人的医生。眼下，尽管挂号
渠道越来越多越来越方便，但“总还有很多患
者挂不到号”。怎么办？要么给黄牛留下空子
钻要么增加挂号，增加挂号无疑会增加医护
人员工作量。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医生回归纯
粹的看病角色成为主要措施。有网友如此评
价，“杭州市中医院中医妇科副主任中医师马
景必须点赞！”难能可贵的是，该科室加号已
经是常态化的事情了，70 多岁的硕导何嘉琳
门诊日早晨7点就到岗了，科室主任章勤前段
时间胸椎骨折戴着支架还坚持门诊。

白鹿原

日前，有淘宝卖家反映，一位顾客在五一假期
前购入18件衣服，总价4600多元，假期后以“不喜
欢”为由发起无理由退货，但卖家发现，买家朋友
圈有大量买家和朋友穿店里衣服旅行拍的照片。5
月12日，当事人通过微博公开致歉，阿里巴巴集
团公关部回应称，经双方协商，买家所购衣物9件
不可退。（5月12日《新京报》）

事件发生后，买家黄小姐个人信息遭曝光，不
停有人打电话、发短信辱骂她，还有人找到了她住
的地方。“我道歉，我承认自己错误，求求大家，不
要再让事情再发酵了。”黄小姐在致歉信中说。

最初，黄小姐的态度显然不太让人舒服。“你
买了衣服你不试穿吗？”确实，试穿不是你的错，但
穿着去旅游拍照还要再退货，就是你的错。店主李
先生说，每逢节假日都会有一些买家，穿着买来的
衣服出门旅游，随后再要求退货。估计他这也是忍
无可忍。

由于卖家和买家存在强势和弱势的不平等关
系，“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初衷是保护弱势一方权
利，给顾客留下进行选择的空间。而因为顾客的大
胆购物，也促进了卖家销量，应该说这是一个双赢
规则。

可惜，总有钻空子的人。我们不能容忍黄小姐

的不诚信，当然，也不能通过人肉搜索的办法来一
报还一报。

2017 年 6 月 1 日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首次明确“人肉搜索”
案件中，行为人未经权利人同意即将其身份、照
片、姓名、生活细节等个人信息公布于众，实际是
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实事求是的说，实体商店买衣服“七天无理由
退货”，多年来一直在施行，并没有因为有人恶意
退货而中断。这是因为恶意退货的人毕竟是个别，
这种小概率不影响“七天无理由退货”效应带来的
促销大概率，也就是说，商家因此损失的成本是在
可忍受范围内。或许因为网络退货更方便一些，使
得电商卖家遭遇稍多的退货量，但要解决这一问
题，不能让“七天无理由退货”背锅，不能“以暴制
暴”，而是需要平台征求商家意见，在尊重法律的
前提下，明确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情况可不予退
货。同时，平台要根据大数据计算，对同一买家在
不同卖家中恶意退货几次就可以纳入失信记录，
平台不再接受这个买家的订单。甚至各电商平台
还可以信息共享，更有效地来治理恶意退货的行
为。 丁慎毅

退衣风波：冤冤相报不如明晰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