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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上制止行凶打人
李同学给我们上了一课

7月13日下午2点20分，在宁波象山205路
公交车上发生了惊心一幕：因为司机制止一位抽
烟乘客，该乘客两度冲到司机身旁欲行凶打人，
幸亏18岁的学生李伟伟两次死死地抱住了行凶
者，才阻止了一次伤人事件，保证了一车乘客的
安全。（7月14日甬上客户端）

贵州安顺的公交车坠湖悲剧再次把公交车
安全问题凸显在公众面前，故当笔者看到上述消
息时，不禁惊出一身冷汗。要不是这位学生挺身
而出，不顾自己受伤（第二次抱住行凶乘客时被
其踢伤了腹部和腿部），从背后抱住行凶者，说不
定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导致 10 多人死亡的悲剧又
会重演。

后经当地派出所了解，该名乘客有精神方面
的疾患。这就更加可怕了。正因为有精神疾患，缺
乏理性和自制能力，他是真想打司机，而不是吓
唬吓唬的。这从他的两次行凶过程完全可以看出

来。所以说，李伟伟的壮举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
不仅保护了司机，而且保障了全车乘客的安全。

难能可贵的是，事后当他得知该乘客有精神
疾患时，仍然很坚定地表示不后悔，说：“当时救
公交司机是出自本能，也没想那么多。即便知道
那位打人乘客有精神方面的疾病，我也会出手相
救的，否则后果说不定不堪设想。”从中可知，他
是知道自己行为的意义的——如果不救司机，任
凭乘客抢方向盘或者厮打起来，就有可能发生车
翻人亡的悲剧。报道没说他是否知道发生在两年
前的重庆公交坠江事件，但肯定知道日前发生的
贵州安顺公交车坠湖悲剧，不然不会说出“不堪
设想”这样的话。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李伟伟同学两次救人
的英雄行为不仅要给予高度评价，而且当地公交
部门要会同学校、教育局予以表彰奖励。

马丁·路德金说：历史将记取社会转变的最
大悲剧不是坏人的喧嚣，而是好人的沉默。二千

多年来，受《商君书》治理影响，国人普遍信奉沉
默是金、明哲保身、莫管闲事的草根生存策略，
遇事绕着走，逢凶抽身而逃，犬儒哲学大行其
道。历史上诸多悲剧都源于此种草根策略和犬
儒哲学。

设想一下，如果重庆万州那位错过站点的女
乘客在与司机抢夺方向盘、发生肢体接触时，有
一位或者几位乘客能像李伟伟同学那样，上前奋
力制止行凶者，悲剧也许就能避免。可是，没有也
许，他们安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看热闹，结果反误
了卿卿性命。

同是公交车，同样的情形，结果截然不同，原
因在于李伟伟是学生，不懂明哲保身的草根策
略，不知道啥叫犬儒哲学，眼见有人行凶，就毫不
犹豫地挺身而出，救了司机，救了乘客，也救了自
己。反观重庆那些成人乘客，他们太聪明了，结果
聪明反被聪明误。此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王学进

善待学生的“不敬”

暑假来临，学生们迎来了欢乐的假日
时光，我市各大书店也迎来大批的小读
者，不少学生来到书店挑选自己喜欢的书
籍，利用假期给自己“充电”。7月12日，
在宁波书城，记者发现一个现象：孩子们
都人手一本书，阅读十分认真；很多家长
则人手一手机，刷得无比投入。这情景让
人不禁感叹，真是“同一个世界，同样的
父母”。（详见本报今日A4版）

天下没有一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
子爱书、爱上阅读。原因很简单，书是孩
子学习进步的阶梯，也是孩子优化和改变
人生命运的捷径。许多家长从百忙中抽出
时间，把孩子带到书城，说明这些家长是
有心人，懂得读书的意义，也希望孩子爱
上读书并在读书中成长和进步。

可 是 ，把 孩 子 带 到 书 城 只 是 第 一
步。当孩子在选书、认真读书时，家长自
顾不暇地刷手机，沉浸在手机里。在孩
子眼里，爸爸妈妈让我读书，可爸爸妈
妈却在……

今 年 5 月 ，有 关 方 面 联 合 发 布 的

《2019 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
研究报告》显示，2019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
规模为 1.75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
达到 93.1%，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已
相当普及。家长知道手机对孩子的危害，
有家长担心孩子过多触网会影响视力，
孩子“手机成瘾”已成为不少家长的烦
恼。想把孩子从中拉回来，已成了家长的
共识。

然而，大好机会就在眼前，家长却在
书城刷起了手机。

爱读书的父母，不刻意引导、教育孩
子，也能培养出爱读书的孩子；爱玩手机
的父母，即使一再强调读书重要性，刻意
教育孩子读书，也难教出爱读书的孩子。

诸位家长，别找借口。
孩子在阅读，你在刷手机，孩子会怎

么想？培养孩子爱书、爱阅读的习惯，家
长不能拒书于千里之外。把孩子带到书城
不容易，给孩子做出读书的样子并不难。
与孩子一起阅读，获得不同的阅读体验，
并与孩子一起分享，才是引导教育孩子爱
上阅读的理想境界。 卞广春

把孩子带到书城只是第一步

日前，参加一个研讨会，遇校友，闲谈中，二
人谈起在母校高中读书时提到学生对老师“不
敬”的往事。作别后，我在思考：为人师者，是否
善待了学生的“不敬”？

孔子三千子弟七十二贤人，广收门徒，有教
无类。提及子路，一直以来，大家都把他视为孔
子的成功教育案例。有一次子路在路上遇到了文
弱的孔子，显出有点不屑一顾的样子。面对子路
无礼，孔子不但不生气，反而还对他进行启发诱
导，设礼以教，子路十分羞愧，接受了孔子劝导，
请为弟子，后来成为孔子的得意门生，成就不
凡。这与孔子善待学生“不敬”的教育有着很大
的关系。

孔子宽宏大量，善待学生“不敬”。今天，我们
如何看待学生对老师的不敬？

学生对老师的“不敬”，往往有着多重原因，
诸如顽皮不懂事，或是在某一方面的认知不同等
因素造成。但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老师应“风物
长宜放眼量”，善待学生“不敬”，循循善诱，随着
时间推移，他们也会逐渐懂事并走向成熟。

学生对老师“不敬”，与教师缺少教育智慧有
关。二十年前，我刚调到一所新学校，接手八年
级班主任。开学初，采取调虎离山计，将集中在
后面的调皮学生分而治之。于是把一“捣蛋王”
学生调到前排，放在我的眼皮底下，没想到的
是，没过几天，班长向我报告：他回原位子去了。
一开始，我认为他在向我发起“挑衅示威”，但转
念一想，问题是不是出在我身上？换位思考后，
我主动拍了拍他的肩膀，诚恳沟通，打开了“捣
蛋王”的心结，也解开了我的心结。

学生对老师的“不敬”，还与老师自身知识积
累和教学方法有关。新课程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强调让学生“动”起来，可当学生真的“动”起来
以后，课堂气氛活跃起来，学生提出各式各样问
题，有些甚至是令人始料未及的，教师在课堂上
感到特别紧张，甚至感到无所适从。尤其是现在
信息时代，学生获取各种知识的渠道不亚于教
师，老师早已不是无所不知的“百科全书”，知识
权威极容易遭到挑战。学生的“不敬”，往往戳中
当下教师的软肋和痛处,起到了预警和警示作
用，促使我们对为师之道有一个清醒而深刻的认
识，对未来教学生涯进行重新的规划。

从古至今，“师德”都是一个极其神圣的词，“学
高为师，德高为范”意思是，为师者不仅要有广博的
知识,更要有高尚的师德。只有师德高尚，学生才能

“亲其师，信其道”。因此，作为老师，要时刻保持学
习状态，学习专业知识、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要有
足够的知识储备，注重对教学过程的反思，实现知
识的保鲜增值，精准传道授业解惑，让课堂真正成
为学生心灵的家园。这，才是赢得学生尊敬的万全
之策，也是长久之计。 孙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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