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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这些年来，中国的神仙和神人们有点忙：利
用神话故事改编演绎的动漫书籍、动漫故事越来
越多。有一部动画片里还出现了“神仙坐电梯”场
景。有网友调侃：这神仙还怪时髦，竟然也坐上了
电梯。除了“神仙坐电梯”，一些动画片里还有“神
仙也加班”的场景。

（8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弥勒开了一家公司，九尾狐九月、西海龙王三
太子敖烈、嫦娥的第一只玉兔小玉、刑天、精卫
……都是员工。观音大士的玉净瓶化成了星巴克
杯子、柳枝化成了吸管；观音是红孩儿和龙女的监
护人，这俩孩子最近刚升入初中，成绩不太好……
这是《非人哉》的故事，从 2015 年至今出品了漫
画、动画，据说不久就要出手游。

对于这些“另类动漫”“异变动漫”，网络上声
音很多，有人认为是创新，有的人认为是糟蹋传
统文化，丢失了文化的素养和底线，经典神话故
事岂能如此被改编？

诸如“神仙坐电梯”“神仙也加班”之类的动
漫故事、动漫书籍、动漫影视、动漫游戏，真的是
糟蹋了经典？从一个角度看，“神话故事”人物的

“讲述变化”确实是“改了经典”的。但是，要说
“神仙坐电梯”之类糟蹋了文化，我觉得还是太上
纲上线了。

既然叫神话故事，其属性就是“本来就是杜
撰”的。无论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猪八戒，还
是《聊斋》里的牛鬼蛇神，哪一个不是作者“凭空
捏造”的？当初创造这些人物时，本就是作者凭借
着“海阔天空”的想象，才有了“经典的传承”。本
质上来说，古人的“神话创作”在当时就是“文化
创新”。

传承经典是需要的，我们需要拍摄一些“忠实
经典”的动漫作品。但是，在拍摄“忠实经典”的动漫
作品同时，也应该有包容情怀。对于“神仙坐电梯”
之类的文化创新也理应有接受的勇气。

传承经典，不是“为了守旧而故意守旧”，不
是“只能守旧不能创新”。比如，“神仙坐电梯”，
就能通过“神仙坐电梯”的桥段，传播正确乘坐电
梯的知识。观音是红孩儿和龙女的监护人，则强
调的是监护的重要性。国漫在改编神话故事的过
程中，很多比较成功的作品都是结合了现代日常
生活的，这让角色与受众更容易产生共鸣。就像

“神仙也加班”，其实就是现实的映射和反映。
神话故事，本身就是传说。让神话故事走下

“传统的神坛”挺好的。只要改编的神话人物传播
的是正确的价值观，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或许还是
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的好办法。要“经典传承”也要

“时代创新”。只要“神仙坐电梯”的时候不是“神
仙破坏电梯”就没有问题。 郝冬梅

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
迈出教育兴国的坚实步伐

为促进更多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增加就业，
17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进师范毕业
生教师资格认定改革。会议决定，在已对教师职业
资格实行“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基础上，加
快推进允许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公费
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并建立教师教育院校
对师范生教学能力进行考核的制度，便利师范毕
业生就业，提升教师队伍素质。

（8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

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是一项既有积极现实
意义、又具有前瞻性，既符合当下促进就业的形势，又
适应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和教师队伍建设的重大改革。

众所周知，要成为职业教师，教师资格证是一道

必须跨过的门槛。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是教育
行政放管服改革的内容之一。师范院校是培养教师
的摇篮。通过改革，加大了师范院校的教育工作压
力，更加明确了师范毕业生的培训目标，也为这些院
校的教育信誉和社会影响力带来挑战。在教育领域，
如果师范院校毕业生的质量不过关，师范毕业生在
学校教学工作中信不过，那师范院校的信誉将会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师范院校在考核考评中也不会
得高分晋级。

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有助于师范院校毕
业生及时就业。允许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
生、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意味着这一大
批人将有机会走上职业教育的讲台，为毕业生就
业释放了相当大的空间。

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有助于壮大教师队
伍，提高教师素质。一大批人有机会充实到学校一
线，对学校教育和教师队伍是一次冲击，能够扭转
教师队伍青黄不接、素质参差不齐的痼疾。尤其是
对农村基层专业教师短缺、基层学校留不住人的
现象，将会带来质的变化。

目前的教师职业形象、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及
社会认可度，是远非几十前能比的。教育类硕士及
以上学历毕业生、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
预示着教师队伍建设将迎来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也会吸引越来越多优秀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
中来。这为教育兴国、教育强国，为提高中华民族
整体素质和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又迈出
了坚实的一大步。 卞广春

不吐不快

数学教辅分男女版？
还是谨慎发行为好

近日，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了“男生
用蓝版，女生用红版”基于大数据的“男生
女生学数学”教辅系列，引发网友争议。更
令网友担心的是，此举是否会导致孩子、
家长、学校、社会形成更加难以改变的刻
板印象，从而影响了孩子的健康发展。事
实上，关于性别与数学能力之间是否存在
关系一直存有争议，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
为，强调性别差异会给女孩的数学成就带
来消极影响。 （8月19日澎湃新闻）

出版社出版的这套数学教辅最大的特
点，就是“男生用蓝版，女生用红版”。再说
得直白一些，女生用的红版难度低一些，男
生用的蓝版难度高一些。尽管该出版社在
自己公号上强调，这是基于大数据分析，旨
在使男女生发挥各自优势、帮助男女生根
据实际情况找出数学学习的薄弱环节、为
学习进步找到突破口，但明眼人还是能够
听懂“画外音”：女生的数学学习能力不如
男生，所以要用难度低的教材。

而与该教材合作的华东师范大学教
师教育学院博士朱雁在《性别与数学教
育》主题报告上表示，在高端数学学习这
一块，男生优势明显。而在普通难度学习
中，却各有千秋。很显然，这套教材的编
写和出版者，从心里认定了女生数学学习
能力不如男生。

问题在于，这样的观点或者说理论，

成立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
一项研究质疑了数学能力与性别之间的
偏见。研究认为，这种能力上的差异并非
源自生物构成，而是社会因素。研究者指
出，在一些更注重男女平等的国家，不管
是男性还是女性的数学水平都有不小提
升。最后研究指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女
性对数学研究具有与生俱来的劣势，然而
由于一些国家文化因素的影响，在诸多重
大国际课题研究上过分地强调男性的能
力，这些造成了女性在数学课题上的消极
态度。

然而，这套所谓“男生用蓝版，女生用
红版”的数学教辅，则公然向世人强调了

“女生学不好数学”这样的“谬论”，无形之
中加深了公众对这一“谬论”的认识，乃至
把其当成了“真理”。这样的理念，岂不是
很容易对学生，尤其是女学生带来误导，
甚至会改变她们的专业选择和职业道路？
围绕这套教辅的出版，有个细节值得关
注，据说这个教材的推出最早源于编写者
看见秦文君的儿童文学《男生贾里》《女生
贾梅》畅销，因此有了做男生版和女生版
教辅的想法。秦文君的小说是文学，是虚
构的、创造的，但是数学科学容不得任何
虚构，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

如此“奇葩教材”，还是谨慎出版发行
为好。

苑广阔

“神仙坐电梯”
其实没有啥问题

严勇杰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