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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5月31日傍晚，就读于宁波卫生职业
技术学院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的李
仪同学，在地铁上突然看到一位女士倒
地，全身抽搐，见状，她快步冲到患者身
边，一边请周围乘客拨打120急救电话，
一边用所学到的急救知识抢救这位女士，
最终该女士成功获救了。（6 月 2 日《现代
金报》）

李仪坦言，当时眼看车厢内其他乘客
没人上前施救，她也犹豫过，但想到自己
的身份，终于还是冲了上去。

而李仪同学为什么敢挺身而出？因为
她懂急救知识。当她解开患者的口罩，发
现嘴角有一片血迹后，就初步判断是癫
痫，于是按照急救癫痫患者的要领进行施
救，俨然是一位熟练医生所为。

假设一下，要是李仪同学不具备急救
知识，她敢出手相救吗？

由此我想到一个很现实也很迫切的
问题，即学校应该补上应急教育这一课。

每年 9 月 8 日是“世界急救日”，大多
数中国人不知道这个日子，它对我们太陌
生了。据 2012 年 9 月 9 日《京华时报》报
道，截至当年，我国每年急救知识普及人

群约 1000 多万，应急教育普及率仅为
1％，与发达国家 50％的平均普及率相差
甚远。

造成应急教育普及率仅为 1％的原
因有多方面，如对其重要性认识不足，
政府投入不够，红十字会工作不力等，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学校教育欠缺
这一课。

作为生命教育的一个方面，应急教
育是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一块短板。
反观美国，他们非常重视对儿童与青少
年应急技能培养，并以应急技能作为生
活适应性的素质教育内容。从幼儿园开
始就教孩子摔倒或扭伤时的应对方法；
进入中小学，学生根据《应急教育指导资
料》等教材，开始接受正规的应急教育与
训练；美国的中学生每周至少要上一节
急救的课程，不能通过急救课的考试，将
无法获得毕业文凭。

李仪同学的举动警示我们，提高全民
族的应急教育普及率十分迫切。在比较中
找差距，我们要像发达国家那样，将应急
教育纳入教育课程，将其作为必修课，纳
入素质教育范畴，引起全民重视。兹事体
大，耽误不得。 王学进

因为神模仿老师一度引发关注的黑龙江鹤岗男孩“钟美美”，近日大量下架
模仿老师的视频。当地教育局回应，承认学校与钟美美接触，表示希望从正面引
导孩子，去拍一些正能量作品。（6月3日《新京报》）

漫画：严勇杰

模仿老师是不少人学生时代的拿手
好戏，但因此而爆红的却难得一见。

黑龙江鹤岗小男孩“钟美美”，由于
将老师在讲台上训斥的表情、话语、动作
等模仿得惟妙惟肖，引发全网刷屏，被网
友称为小学生届当之无愧的影后。身为
教师，看了这些通常会用“演技炸裂”“神
级复原”“逆天模仿”等词语作为标题的
视频，深受震撼。

语文老师上课抓纪律发飙、班主任
发奖牌、抱病上课、突击抄检、数学老师
生气……全是无剧本的临场发挥，其浑
然天成的演技让网友们纷纷惊叹真是把
老师演绝了。除了“笑抽”“笑死人了”“笑
出猪叫”之类的戏谑调侃，还让一些人

“怒”了。
老师真如视频中小朋友所表现出的

那般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艺术来源于
生活，高于生活。毫无疑问，视频中的老
师不是哪一个具体的个体，而是采集众
多老师言行的集中呈现，孩子的表演也
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即便如此，依然
不失其真实性。正因如此，不少网友看
了 视 频 之 后 纷 纷 发 出“ 这 不 就
是×××”式的惊呼。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育观念的进
步，老师打骂学生的情况大幅减少。但
是，在语言上刻薄讥刺学生的情况仍旧
不在少数。语言暴力虽然不是直接体罚，
但有时软刀子扎人更可怕。去年发生的

“陕西女生遭老师长期辱骂”事件，就一
度闹得沸沸扬扬，最终涉事教师被给予
记过处分并撤销教师资格。

当然，现实中这种恶意羞辱攻击学
生的老师，毕竟只是极少数，但一有机会
就讥刺学生的老师，却不乏其人。恨铁不
成钢。老师在批评教育学生的过程中难
免有偶尔的情绪失控、言语失当，但习惯
性地用语言讥讽乃至辱骂学生，怎堪为
人师表？研究表明，语言暴力对孩子的伤
害更普遍更持久，教师的言语羞辱，往往
会对孩子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绝不能
等闲视之。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春风化雨谆谆
善诱才是老师应有的形象，绝不是动辄
上演“泼妇骂街”。教师在学生面前所表
现出来的言行，其实是内心教育观念的
体现。毫不夸张地说，类似老师恐怕绝非
个例，无非是表现方式和程度存在差异
罢了。树人先树己，育才先育人，为人师
表怎能对学生嗤之以鼻、阴阳怪气、不耐
其烦？

在神模仿老师引发关注后，钟美美
大量下架模仿老师的视频并回应称：“我
不想发那些了，我想换个风格，也是表
演，但是不模仿老师了，我看他们挺多看
腻了。”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问题是很多老师并不知道自己在学生心
目中竟然会留下这样的形象。从这个意
义上讲，钟美美模仿老师的视频就是一
面极具价值的镜子，让人看着看着笑了，
看着看着怒了。不管是不是下架，都值得
老师们找出来好好观赏，有则改之无则
加勉。

胡欣红（老师）

强化劳动教育
“必修”更要“必考”

3日，教育部公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
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方
案明确，劳动为必修课程，共6学分，其中志愿服
务为2分，学生在课外时间进行，3年内不少于
40小时。方案提出，体育与健康的必修内容，必
须在高中三学年持续开设。（6 月 4 日《中国青年
报》）

劳动创造幸福，劳动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
要性毋庸讳言。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大
中小学生劳动机会减少、劳动意识缺乏，劳动教
育正被淡化、弱化，出现了一些学生不会劳动、
轻视劳动、不珍惜劳动成果的现象。

基于此，今年3月下旬，《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发布，明确提出把
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在大中小学设立
劳动教育必修课程等。基于此，普通高中课程方
案明确，劳动为必修课程，共 6 学分。这也表明，
近年来被淡化、弱化的劳动教育，有了考查“硬
指标”。

然而，强化劳动教育，“必修”更要“必考”。
这就要求，开展劳动教育，应成为中小学生素质
教育的“第一课”。首先，必须从义务教育阶段开
始，将劳动教育纳入应试教育体系，纳入学校日
常教育教学计划，成为学生的“必修课”。特别
是，将劳动教育课纳入中考、高考“必考课”，并
提高劳动技能占中考、高考总分的比重。让每个
学生“天天劳动”的理念，为绝大多数家长接受；
使学生从小就真正把劳动当作一种自觉，并通过
这种自觉，唤醒孩子的责任担当，努力成为一名
合格的劳动者。也只有这样，才能倒逼地方政
府、教育部门、学校及家庭，更加重视劳动教育
和学生体质健康，不再“重文轻劳”。

张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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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学校应补上
应急教育这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