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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近日，一篇7年前刊发于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
土》的论文意外引发舆论关注——热议的焦点在于，
作者在论述生态经济学的过程中，列举了导师夫妇
的事例，进而阐述“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
感”。对此，《冰川冻土》的工作人员1月12日回应
称，已撤稿。（1月12日中国新闻网）

该论文被誉为 2020 年第一篇神论文，其神奇之
处主要在于：

其一，作者的“拍马屁”功夫可谓是当今天下第
一。看引言：“以导师和师娘的事例为例，阐述了导师
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接着，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带普适性的人的发展之路”，阅结论：“……推导了导
师的崇高感……分析了师娘优美感的主体特征……
勾勒了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和谐统一的天人之
际图；并从修身养性的角度解释了导师和师娘携手
演绎的生活之美，解析了导师和师娘携手演绎的人
生大道”，还有“师娘美，其风姿绰约，雅致宜人……
秾而不艳，美而不骄”等，溢美之词随处可见，为了生
动形象地表达作者对导师、师娘的赞美之情，还附有
图例、表格，并赋诗一首，“先赠诗一首，供导师下酒，
再拿云一片，师娘当围裙。导师和师娘，风景要品
尝”，此等拍马屁功夫，着实让人啧啧称奇。

其二，该文章于 2013 年发表在了由中国科学院
主管的学术期刊《冰川冻土》中。《冰川冻土》属于
CSCD核心期刊、北大核心期刊，曾在2015年获评全国

“百强科技期刊”。当时文章作者徐中民正是中国科学
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研究员，而其文中提
到的“导师”则是《冰川冻土》的主编程国栋。一个极尽
谄媚之能事，一个利用主编职权大胆“谋私”，正应了那
句网络流行语：“一个真敢写，一个真敢发”，畸变的师
生关系、从属关系、以及立等可得的“权”“利”变现令人
叹为观止。

其三，如果是“学生”私下拍“老师”的马屁倒还
罢了，然而，一个与学术研究无甚关联、“不正经”的
拍马屁文章，却堂而皇之地上了其他人抓耳挠腮、盼
之不得的，非常严肃、正经的核心学术期刊，“一本正
经地胡说八道”，岂非咄咄怪事？要知道，在这两篇论
文中，作者引用的文献大多来源于自己本人，可见其
发表论文数量不少，且研究论文被引频次在2007年、
2008年连续两年名列地理学科口论文被引频次全国
第一。其论文的发表程序、含金量、该期刊的学术质
量都需做一番深层次打量。

中国科学院、北大、学术期刊……在老百姓心目
中，都是集学术与品德之大成的高雅之地，而“拍导
师马屁”的神论文，发表于核心学术期刊，让学术的
认真严谨、学者的人格尊严碎落一地，是无耻的学术
腐败。对于此等败坏师德学风，损害国家学术荣誉、
引发不公平焦虑的奇葩论文，相关部门不能止于撤
稿，而应该穷追不舍，让责任人为其“厚颜”给出一个
说法，同时此事亦说明，纯正科研风气，提升导师品
格、规范学术道德生态刻不容缓。 斯涵涵

孩子给爸妈
出考卷

“有意思”背后
也“有内涵”

拍导师马屁的论文
背后逻辑是“高级黑”

不吐不快

沪上中小学陆续迎来期末考试。在上海市
世界外国语小学，比孩子先走上考场的，却是
一群爸爸妈妈。原来，期末复习课上，五年级数
学老师龚豪布置了一份特殊的作业：请孩子们
结合本学期数学课内容，出一张完整的考卷，
由爸爸妈妈来完成，再交给孩子们批改订正。
（1月12日《新民晚报》）

这个局面，让人忍俊不禁。
孩子们“报复”家长的机会来了。很多孩子

都设置了“拓展题”“思考题”板块，内容涵盖数
独、脑筋急转弯、“龟兔赛跑”等典型奥数题。正
像老师所说，“平时，爸爸妈妈们会让孩子做难
题、超纲题。这下，孩子们全都‘还’了回来。”

为了争口气，给孩子做榜样，很多家长都
拼了。“考个 100 分给你看看，免得你拿遗传说
事。”可是，面对孩子的“灵魂拷问”，被没收了
电子设备的家长考生，只能大喇喇地写下两个
字“不会”。

于是，孩子毫不客气地对试卷进行批注：
“学习习惯不合格。”“89 分！”“太可怕了，已放
弃治疗了！”

于是，不少爸妈也意识到，应给孩子多些
体谅。“平时对孩子的严格要求，自己原来也未
必能够做到。”

当父母发现分数没有孩子高的时候，其实
不是父母智商低了，而是情商出了问题。很多
爸妈说辅导孩子作业时控制不了自己情绪，除
了因为自己也做不好而恼羞成怒外，还在于把
原因放到了孩子拖沓、顶嘴等因素上。从根本
上说，孩子的思维是没有边界的，可以天马行
空去思考问题，反而很多成人已经固化了自己
的思维方式，他们的所谓提示反而限制了孩子
的思路。所以，直到这个时候，仍然有家长理解
不了，“也不考虑家长工作忙不忙，压力大不
大，有没有足够的水平。”

其实，这不是给家长布置作业，老师的意
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提醒家长因材施教。

家庭教育在某种程度上远比学校教育更重
要，孩子的差距不完全是学校教育拉开的，正
像老师所说，“这份作业给了孩子一个知识梳
理的机会，也通过角色互换，给两代人一个共
情的机会。”

事实上，孩子的情商并不低。比如，有妈妈
诧异，自己为啥做错了题还有满分，原来是家
中小暖男煞费苦心增加了书写分分值，只为了
给妈妈凑一个100分，给妈妈一个面子。反过来
家长再想想，对这样的孩子，家长们怎么就能
吼着：大哥！我快要脑梗塞了！

愤怒和叫嚷总是源于无力感。家长吼娃的
无力感恰恰是因为家长没有用心观察孩子日
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没有给孩子足够的信
任，不能站到与孩子平等的位置上去思考问
题，这时候，往往就会把无力感转化为控制
感，反而成为恶性循环。其实，家长就算真的
在学习上不能直接辅导孩子，也完全可以为孩
子做好服务工作，让孩子有一个轻松愉快的心
情，这或许是两代人共情的更好方式。毕竟，每
个孩子都是一粒种子，每粒种子都有自己的花
期。 丁慎毅

漫画 严勇杰

大学家政专业遇冷
该拿什么来“加热”

至2018年底，全国家政行业年
营 业 额 超 5000 亿 元 ，同 比 增 加
27.9%，人才需求越来越大。然而，尽
管国家多次发文促其“提质扩容”，
要求各省份原则上至少有一所本科
高校开设家政专业，全国开设家政
专业的高校却寥寥无几，不少曾经
开设的高校也因招不到学生而停
办，还在开设的也面临招生压力。

（1月13日《半月谈》）

明明市场前景巨大，人才需求
也在增长，又有国家政策助推给力，
可开设家政专业的高校却不多，已
经开设的则面临生源问题，在“生死
线”上苦苦挣扎。不得不说，这幅场
景颇有些矛盾诡谲。那么，问题究竟
何在？大学家政专业遇冷，究竟该拿
什么来“加热”？

观念层面的桎梏，是无法绕过
的第一道关卡。大学家政专业不受
待见，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很多人
将家政等同于“带孩子、搞卫生”，认
为“这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何必

“花钱去学一个不用花钱就会做的
事情”。类似误解的存在，实际上给
家政服务贴上了“低级”乃至“低人
一等”的标签，阻碍着学生们迈向家
政专业的步伐。

但事实上，高水平的家政服务，
对从业者的要求兼具专业性和综合
性。大学家政专业，并非简简单单就
能读下。拿目前部分高校设置的课
程来说，学生要学习历史、哲学、文
学、社会学等基础课程，还得学习教
育学原理、家庭信息管理、现代居家
设计、家庭营养学、家庭婚姻学等。
看不起家政服务，蔑视家政专业，无
疑是一种亟待纠正的无知与偏见。

家政专业不景气，也与大学自
身有重大关系。既是高等教育，培养
的应是高水平人才。开设家政专业，
瞄准的自是高端市场。然而，我国大
学家政专业刚起步，相应的师资配
置水平令人存疑。事实上，目前不少
开设家政专业的往往并非一流高
校，其培养输出高端家政人才的能
力，尚无法得到学生和社会的信任。

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是提升社
会效率的坦途。家政服务行业的发
展，能让个体摆脱家庭事务的捆绑，
充分释放其专业生产力，于整个社
会的经济发展也大有裨益。正因此，
有必要关注家政服务行业的兴衰。
而 要 为 遇 冷 的 大 学 家 政 专 业“ 加
热”，道路或许有很多条，但观念层
面的纠偏、相应教育水平的提高，无
疑是不可忽略的两条。 张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