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山西朔州市朔城区第六
小学一老师因学生家长给班级老
师送花，没给自己送花，在毕业班会
上辱骂学生。当地教育局回应称，
已撤销涉事老师的教师资格。（7 月
19 日澎湃新闻）

毕业班会上，别的老师收到了
学生家长送来的鲜花自己却没有收
到，强烈对比导致的心理落差和相
对剥夺感，让这位老师情绪失控、心
理失衡。在她的“意义之网”里，自
己 并 没 有 对 送 鲜 花 的 学 生 区 别 对
待，没有冷落、慢待过这位学生，却
遭遇了学生家长的“区别对待”，说
明学生家长没有将自己放在心上，
对自己的付出和努力不够尊重、缺
乏认同。

著名文艺理论家、湖北省作家协
会原主席王先霈先生曾经在“毕业一
课”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怎么处理好
理想自尊和现实自尊的关系？你对自
己有一个评价，你对自己摆在一个什
么位置会有自己的看法，但你的领
导、你的同事、你的学生、你的老师是
不是这样看你呢？这就不见得，那发
生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
需要胸怀，更需要智慧。”当理想自尊
和现实自尊发生冲突，这位发飙的老
师显然缺乏胸怀和智慧，恣意放纵自
己的“坏情绪”。

《道德经》有言，“圣人自爱不自
贵”。如果把握不当，自爱很可能就会
异化为自贵。学生和家长给不给老师
送花、给哪位老师送花，本质上属于
他们的权利；这位将自己太当一回事
的老师认为学生“厚此薄彼”是对自
己的冒犯；觉得自己的利益、权利和
尊严受到侵犯的她，不可避免产生了
情绪问题，当场发飙了。

不论是在影视作品还是现实生活
里，“宁落一圈，不落一人”作为一种
地方性的亚文化，都有一定的合理
性。同一个班级的任课教师，有的老
师收到鲜花，有的老师没有收到，自
然会让人觉得有些尬尴和难为情。这
位老师觉得学生家长“厚此薄彼”的
做法是在给自己难堪；当着全班同学
的面，她做了一个不良示范——如果
被别人欺负，要像老师一样“反击”；
斯文扫地的言行，让“毕业一课”走
调、变味。

“没收到鲜花发飙”的老师，病
态的自尊或许源于骨子里的自卑。
很容易觉得被冒犯、很容易对他人
抱有敌意，总是先入为主地认定是
自己受了委屈、吃了亏，觉得是对方
故意找茬、刻意刁难给自己难堪；既
然对方不讲理，那我就用更加不讲
理的方式进行回应和对抗，总想着
争强好胜、以牙还牙；滑稽、荒诞的

“没收到鲜花发飙”，在众人面前出
了丑。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老师，更
应 该 注 意 自 己 一 言 一 行 带 来 的 影
响。“没收到鲜花发飙”不仅没有为
这位老师赢得尊重，反而降低了她
的声誉与社会认同。原本应该对同
学们进行精神和文化层面营养输送
的毕业班会，也失去了应有的成色
与品质。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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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收到鲜花发飙”
莫让自尊变自贵

填报志愿
也是一场高考

小学六年，初高中又六年。一个
人用十二年时光，背负压力，寒窗苦
读，然后参加激动人心的高考，奔赴
一条充满未知的路。

2020 年的高考已落下帷幕，随之
而来的志愿填报又成了新的挑战，这
同样需要绞尽脑汁，不比高考轻松半
分。重视，是应该的，毕竟是自己未来
生涯规划的一块敲门砖。但也不必过
于纠结，人生路漫漫，我们会遇到各种
各样的选择，志愿填报仅仅是其中较为
重要的一次。

首先，在学校、专业的选择上要排
除一些误导。

过于急功近利。近几年大有无端
跟风而扎堆报考热门专业的现象。热
门专业的预测，未必赶得上社会产业
结构转型的步调。时势易变迁，今日热
他日未必热，热门专业的竞争压力也
不同寻常。

盲目选择名校。同是灵台方寸山，
斜月三星洞，菩提老祖为师，只出了一
个孙悟空。即便同校同专业，效果也因
人而异。因此，无论是考生还是家长，
都应该降低对名校的盲目崇拜，仅作
参考，不必过于执着。

其次，奉上一些小小建议，助你
破除迷茫。

脚步要从容，脚踏实地路就宽。考
生自小受励志故事的熏陶，什么牛顿、
爱因斯坦、比尔·盖茨等。励志可以，千
万不可学之，不可做梦，苹果可能会砸
到头上，却砸不出第二个牛顿。

理智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成绩和学
习能力。专业选择大约有两个方向，一
类是做学问研究，一类是应用型，毕业
后便就业。如果身体脑袋好，且爱读
书，有钻研精神，那就适宜选前者。个
人规划清晰，乐于实践和创新的，更适
宜后者。

不可有躺在虚晕光环中混日子的
打算。报一个名校好专业，不代表高枕
无忧进了保险箱，也等不到天上的老
鸹下金蛋掉在你头上，一切还凭个人
努力。

最后，选择是一种智慧。选择意味
着有所舍弃，有舍才有得，我们应以坚
毅态度放弃该放弃的，保持清醒和努
力，才会收获想收获的。

雷景山

京张高铁通车、完成珠穆朗玛峰测量任
务、抗击疫情、一家四代接力守边、北京垃圾
分类……在7月18日举行的北京市中考“道
德与法治”考试中，这些热点素材纷纷进入考
题。（7月19日《北京晚报》）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
下事事事关心”，这幅挂在无锡东林书院的对
联，至今还在激励莘莘学子，要以心怀天下之
大视野大格局，勤奋读书以学报国。北京市中
考“道德与法治”试卷将诸多热点素材引入考
题，其实就是在指引和强化当代中学生对家
事国事天下事的“事事关心”，具有很强的现
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性。

时代是出卷人，最好最生动最精彩的答
卷就写在大地上、印在生活中，体现于“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诗篇中。对于广大中学
生来说，社会是最好的学校，现实是最好的老
师，课堂上使用的各类教材固然重要，社会生
活这一部部“活教材”同样不可或缺。人人都
是编纂者，人人都是阅读者，人人都是受教者
和施教者，岂能丢掉了这些最具感染力的“活
教育”形式？！

这些热点素材进入考题，既考察了广大
中学生是否枯坐书斋死读书、读死书，也有助
于激发他们进一步了解现实、了解社会，树立
起对国家和社会美好未来的强大信心。

书桌，从来不是孤立的存在，校内外课堂
是不可割裂的有机整体，每名中学生都要做
到身在教室而心在天下，方可做到打开思路、
打开视野、打开胸襟，把“小我”融入“大我”，
将学习作为汲取知识、奉献社会、报效国家的
一种自觉追求和圆梦手段，于点点滴滴中培
育家国情怀，一笔一划地写好人生中每一份
答卷。 张培元

乐见家国情怀
融入中考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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