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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发布《关于取消刘XX研究生
入学资格的通报》称：经学校研究决定，终止
2020届学生刘XX享有的“保留1年研究生入
学资格”等权利，取消其研究生入学资格。记者
从大连理工大学相关部门处确认，上述通报提
到的刘XX，即因不当言论在网络引发讨论的支
教志愿者。 （3月13日澎湃新闻）

大连理工大学支教志愿者刘某某涉嫌歧视
支教地学生被公开曝光，继而引发舆论广泛关
注。这名支教志愿者被曝光的一些言论，确实让
人无法忍受，其不但在微博中三番五次称呼自
己的学生为“笨蛋”“傻子”“傻 X”，甚至还把对
学生的歧视上升为地域歧视，宣称自己支教的
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不如江苏一个高速公路

服务区发达。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发出这些歧视言论的

支教志愿者，不但是大连理工大学的优秀毕业
生，而且还是服从国家需要优秀毕业生，在校期
间获得过很多荣誉奖励。但越是这样，越凸显出
问题严重性，正如网友所说，这样的支教志愿
者，可能本身既不热爱教育事业，也并不关心西
部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只是一种把支教当
成跳板的投机主义。

为了鼓励大学生支教，不管是教育部门，还
是高校本身，都制定出台了很多激励性的举措，
包括保送研究生、考研加分等，这本来无可厚
非，但如果有学生在一种投机心理下报名支教，
则就与激励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必然会导
致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支教志愿者不管是对于被支教的学生，还
是支教地，都应该怀有一份基本的悲悯之心。悲
悯，本来的意思是哀伤而同情。其中，悲，指慈
悲，对人间的苦难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悯，
指同情，这里的同情不是可怜，指对身处穷困中
的人并不轻视蔑视甚至可怜，而是折射出一种
博大的爱。具体到支教志愿者的身上，就是要通
过自己的努力，帮助落后贫穷地区的孩子学习
到更多的知识，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从而为推
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悲悯之心，那么支教可
能被功利化、工具化，成了一些人谋取个人利益
的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支教志愿者反思的问题，
也是值得全国高校反思的问题。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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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支教地的学生多一分尊重

鄞州区甲南小学老师发现一个怪现
象：部分孩子家庭作业完成正确率非常高，
而课堂作业正确率却非常低。原来学生们
建了个“答案群”，使用手机上的应用软件
查询家庭作业答案，并在私下的微信群中
分享。为此，学校进行作业改革，实施分层
作业。对此，有家长担忧“分层作业会不会
不利于孩子提高成绩、巩固知识”？

（3月12日《现代金报》）

早在 2017 年 11 月，鄞州区出台新的中
小学作业管理规定，就控制作业总量、积极
实施作业分层、作业批改要求作出了细致
规定，并明确指出：对作业问题较多、监管
不力的学校要进行通报。在新政推动下，甲
南小学两年前开始“分层作业改革”，通过
设计符合校情的分层作业提高作业管理，
取得了一定成效，学生自主学习意识与能
力有了大幅提升。

既如此，家长为什么还有上述担忧？这
与家长对分层作业的益处不甚了解有关。
要想“分层作业改革”取得更大成效，需要
得到家长的支持，因此有必要宣讲分层作
业的好处。

首先，要讲清改革的理论依据：一是个
体差异论。每个学生先天素质和后天教育环
境条件等原因导致个体之间的学习习惯、能
力和水平有差异，这是客观现象。二是因材
施教。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提出了著名的
因材施教理论，即根据学生不同的素质、能

力、水平，采取适合各类学生的教学。
其次，要讲明分层作业的益处。该项设

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旨在把选择作
业的权利还给学生，力争让每个学生在适
合自己的作业中都取得成功，获得轻松、愉
快、满足的心理体验。这样，既能够减轻学
生的负担，又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有
利于每个学生在最近发展区内实现最大限
度的发展。

最后，要讲清“作业分层改革”乃大势
所趋，推行范围和力度只会越来越大。为什
么这么讲？因为从试点学校的实践看，分层
作业效果显著，已经得到了学生、家长和教
师的认可。如鄞州实验中学推行的分层作
业改革和周作业整理检查制（“周周清”），
已经得到业内同行的广泛认可，前来取经
的同行络绎不绝。

还有，“分层作业改革”呼应了 2 月 23
日教育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要求，新
学期中小学校要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强化
学生作业管理，坚决克服机械、无效作业。
改革作业管理模式上下已经形成共识，不
改不行，先行一步的学校要总结经验得失，
不断完善设计理念和模式，将改革进行到
底；后续跟进的学校要汲取试点学校的经
验做法，在高起点上进一步完善提高作业
管理的改革样式，用实际效果消除家长的
担忧，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可，最终让广大中
小学生从繁重的作业泥沼中摆脱出来，实
现个体成长。 王学进

家长大可不必为分层作业担忧

1997年出生的美容师司献凤作为上
海虹口区首位“全国技术能手”，通过人才
引进落户上海。“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
年礼物！”得知自己人才引进落户审核通
过的消息后，司献凤说。自2020年以来，
虹口区人社局、区人才服务中心为高层次
紧缺急需人才累计办理人才落户业务达
近1000人次。 （3月14日澎湃新闻）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
当下，劳动者价值实现的路径也越来越多
元化。正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在美容师岗位上精益求精、尽善尽美的司
献凤，通过出众的角色扮演赢得了“全国
技术能手”的桂冠。拥有一颗“匠心”的她，
成为稀缺的技能型劳动者，在市场中得到
了更多的回报与激励。

古人云，“城，所以盛民也。”人是城市
的灵魂，人们聚集到城市，是因为城市有
更多机会和资源，是为了过美好的生活。
外来务工人员之所以在乎户口，既是因为
户口赋予他们对一个城市的归属感与认
同感，也是因为户口关联着社会保障、公
共服务等城市福利。有了户口，外来务工
人员才觉得自己在城市扎了根，才觉得自
己不再是“外人”，而是“新上海人”“新杭
州人”“新深圳人”。

在人口流动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不
少中小城市已经放宽了落户限制，实现了

“愿落尽落”；尽管上海、北京、深圳等大城
市难以做到这一点，它们还是在有条件地
对那些优秀人才敞开怀抱。“因见义勇为
落户杭州”也好，“美容师落户上海”也罢，
只要在某一领域做得出色，就有可能实现
城市融入。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带来落后”，一
个懂得善待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才会更
有希望和活力。“美容师落户上海”犹如一
面镜子，提醒和启示我们：“教育只是生活
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必备”，美容师
的学历或许不高，却并不意味着她的人生
黯淡无光；那些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孩子，
通过职业教育同样可以迎来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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