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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今日金评

近日，一组 4 岁小女孩在教室门口“罚站”的照片
引发网友关注。照片中，一个穿棉衣的小女孩正站在
教室门口，乍一看，给人被罚站的感觉，但实情并非如
此。原来，该女孩的妈妈是郑州市高新区郑州中学附
属小学的老师吴慧敏。当天女孩生病了，没送去幼儿
园，家里也没人照顾，吴老师只好带她到学校，让她在
办公室等着，没想到她跑来教室外找妈妈。校长毛恒
莉例行巡视，远远看见这一幕，以为是老师罚站学生，
抑制着对老师的怒气走向小女孩，当看清楚孩子时，
才认出来是吴老师的小女儿“小可乐”，随后把拍下的
照片和感悟发到了朋友圈。

罚站不是小事，好在是一场乌龙，但背后的故事
确实令人心疼。“罚站”照片之所以引发关注，是因为
背后是无数教师家庭、事业无法兼顾的心酸和无奈。

老师群体庞大，现实中家庭、事业无法兼顾的现
象比比皆是。他们也是人，也要恋爱结婚，也有儿女情
长，也要像其他行业人群一样过柴米油盐的生活，但
因为选择当教师，却要付出更多，哪怕就是孩子生病
了也要以学生为重……何止一个“难”字了得。

看到网上赞声一片，吴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只要是老师，大家都会这样做。”毋庸置疑，老师们往
往是这样想和做的。但是，不能因为老师们觉得很正

常，就可以熟视无睹。
实质上，减少老师们的后顾之忧，并

非无解，这方面已有了积极探索。比如
杭州市丁兰实验中学、沈阳市第一六五
中学分别实施的“恋爱假”、“亲子假”“幸
福假”“孝亲假”等，在不影响教学任务的前
提下，获得相应的假期可以自由支配。如此
类似人性化的制度安排，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教
师的幸福感和归宿感，不仅深受老师欢迎，也获得
了社会赞许，更为探索减少老师后顾之忧提供了有益
启示。

有人说，如何减少教师后顾之忧，让他们将更多
的精力花在教育教学上，考验的是各级政府和教育主
管部门的管理智慧。如今，给老师减负的大格局已定，
社会支持度业很高。而从制度设计上增加针对老师的
人性化的“恋爱假”“亲子假”“幸福假”“孝亲假”等，也
应是尊重教师、尊重教育应有之义。

有道是，思路一变，人性化呈现。如果吴老师所在
的学校也像丁兰实验中学那样人性化、暖心，“小可
乐”也许就不会在妈妈上课的教室外“罚站”了。但更
值得期待的是，无数的“小可乐”都不必如此。

李万友

互联网家访可以有
入户家访不能丢

在云南省镇雄县大湾镇雨萨村团结小学教
二年级的李老师发现同在学校的姐弟俩都没有
来上课，便赶到学生家里，发现一家六口人都倒
在地上，屋内有煤烟味，除了上一年级的弟弟最
终没有抢救过来外，李老师的家访救下了家里的
其余五口人。（2019年12月30日《北京青年报》）

没有按时来上学的姐弟俩，引发了老师“想
多了”；发自心底的善良和责任，这位老师“坐不
住”了，立马往学生家里赶去。“想多了”犹如一
面镜子，折射出传统家访的价值和意义。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将乡村教师当成是“学校
和乡村的灵魂”，乡村教师的身上，不仅承载着农
家子弟读书改变命运的渴望，还让乡土文明有了
薪火相传、传统赓续的寄托。

让教育点亮孩子们的希望之灯，离不开乡村
教师的价值坚守；当一个老师对教书育人充满了
感情与认同，才会成为“燃灯者”，去照亮孩子们
前进的道路。正是有了乡村老师的尽职尽责，“救
命家访”才会上演。

在过去，许多老师都会入户家访，和学生家
长做面对面交流；这种家访不仅关心孩子的知识
学习，还关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的建
设。急剧的社会变迁，让入户家访逐渐变得稀缺；
家校之间的社会互动，更多地依靠移动设备来完
成。这种线上的家校互动，低成本、高效率，还不
受时间、空间制约，受到了许多家长和老师的青
睐。

“互联网+家访”立竿见影，并不意味入户家
访没有价值。在一个盛行印象管理的时代，不论
是学生本人还是家长，展示给老师都是“前台”；
在看不见的“幕后”，或许隐伏着不为人知的爱与
痛。只有入户家访，才能让一些“沉没的声音”得
以打捞。尽管入户家访成本更高、效率更低，却有
助于帮助教师捕捉学生的“真我”。只有掌握更加
全面、真实的情况，教师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因
材施教。

无论何时，入户家访仍具有很高价值。老师
的每一次家访，都是一次爱的付出。在网络沟通
盛行的当下，我们更应强调家访的作用，而不该
刻意弱化。这绝非是家访偶然救人性命，而是因
为家访符合教育规律。

杨朝清（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老师）

教育惩戒权不是“体罚”的避风港

4岁女孩教室门口“罚站”
乌龙背后的“痛点”不该无解

12月29日，一段浙江省龙港市某小学老师
体罚学生的视频在网络流传。视频中一位男老师
将一女学生从座位上拖拽到讲台附近，还多次用
尺子打学生。当晚，当地社会事业局发布通报
称：该教师体罚学生行为属实。对当事教师停职
检查，后续将根据事件调查结果予以严肃处理。
（2019年12月30日澎湃新闻）

拖拽、抽打、拧脸、倒抱——很显然，这些貌
似惩戒的行为，已逾越了合理性的边界，成为赤
裸裸的体罚。因此，当地方监管部门祭出“停职”
等罚单，舆论场并未引发多少非议，也鲜有人喟
叹“老师不能管学生了”。这固然说明“公道在人
心”的老理，更说明正在热议的“教育惩戒权”，
其实底线非常清晰。

惩戒权落地，可谓天道使然。我们挂在嘴边
的“师道尊严”，恰恰来自下面这句古训：“凡学
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
知敬学。”在殷商甲骨文中，中文“教”字便是由
三个组成部分：爻，算筹；子，孩童；攴，手持鞭
子、棍杖的师者。亚洲教育的特点，历来也是赏

罚分明。有关教育惩戒权，马云曾经打了个非常
形象的比方：没有惩戒，就如让老师开一辆没刹
车的汽车。

去年11月22日，教育部公布《中小学教师实施
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明确“教育惩戒是教
师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必要手段和法定职权。”

不过，还是有不少人会担心：教育惩戒权或
被滥用、以及无法区分合法边界。这样的担心看
似很实诚，然而终究是杞人之忧。就拿浙江龙港
体罚事件来看，“拖拽、抽打、拧脸、倒抱”等行
为，界定其性质非常简单。有人担心一旦惩戒权
落地，无法从“量”上厘清合法惩戒与失格体罚
的区别。事实上，纾解这个忧虑最好的办法，就
是架构类似“陪审员制度”一样的合议审议制
度。教育者、专家学者、家长与学生代表、监管部
门、媒体舆论等完全可以组成议事小组，完全可
以对于棘手的个案性质界定给出公义的判断。

惩戒是出于教育的目的，体罚则是基于暴力的
逻辑。教育惩戒权不是“体罚”的避风港，无论什么年
代，为人师者总要审慎使用职业权利、呵护孩子的健
康成长。 邓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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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有此事

近日，云南省新出台的中考改革政策上了
热搜——该省计划将中考体育成绩上调至100
分，与“三大主科”（语文、数学、英语）平起平
坐。体育首次坐上“主科”第四把交椅。（1 月 2 日
新华网）

根据新的改革方案，国家《义务教育课程设
置实验方案》设定的科目，将全部纳入云南初中
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全科开考，共计 14 门，总分
700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体育地位的上升，
它首次与语文、数学、英语并驾齐驱，分值从过
去的50分升为100分。

“要课，给！换课，换！”在许多中学，体育课
的外号是“万能课”，各科老师有求，体育老师必
应。而“体育老师病了”也成为换课老师上讲台
的开场白。现在，“卑微”的体育课居然一跃成为
主课，自然而然引发关注。

把体育当成主课，云南是全国首例，也是体
育教育领域的一次“倒逼”式改革，目前来看，还
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怎么教。体育老师之所以“卑
微”，经常“生病”，除了重智育轻体育的社会风
气之外，体育老师的数量与其他三门主科老师的
数量完全不能相比，有些偏远学校甚至没有专职
体育老师，自然“人微言轻”。要达到100分、主科
的教学任务与目标考核，增加体育教师数量，提
高体育教师素质首当其冲。

第二个是怎么考。体育是一门科学，“体育中
考 100 分”分值如何分配？具体考哪些项目才科
学？如何确保考试公平？都必须拿出科学、明晰、
严谨的教学考试方案。

体育成主课，这两个问号须拉直。总而言之，
体育考试是手段，培养学生的终身体育习惯才是
目的。如何让体育从必考的项目变成青少年真正
喜爱的科目，从应付中考变成“主动运动”，还需
要从提高体育教师素质、增加体育教师岗位、完
善体育考核机制、堵住人为操作漏洞等方面着
力。据悉，有关云南中考体育的细则、实施方案
与配套文件正在论证中，即将出台，对此，我们
拭目以待。 斯涵涵

体育成主课，两个问号须拉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