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河南周口市80后“白发校长”张鹏程
介绍，学生十分向往大海，便为他们建了个小沙
坑。“大海没有，我给你们建个沙滩。”张校长以这
样的方式带孩子们“看海”。（4月20日澎湃新闻）

这段时间，一篇走红的博士论文“致谢”，让
我们见识到了农村孩子求学道路上的艰辛与悲
苦。与城市孩子相比，农村孩子在资源配置中处
于弱势地位；一些对于城市孩子来说很平常的事
情，对农村孩子来说却很困难。利用寒暑假或者
周末，城市父母和孩子来到海边进行亲情互动并
非难事；留守的农村孩子既没有父母的陪伴，也
缺乏“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经济基础。

一所普通乡村学校，因为 80 后校长“早生华
发”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所原本要撤点并校的
小学，在张鹏程的努力下，从当初不到30人，增加
到现在的90多人；再加上幼儿园的50多名孩子，

张鹏程成为140多名学生的“校长爷爷”——为了
办好小学和幼儿园，张鹏程不仅“学校缺什么老
师，我就教什么课程”，还自掏腰包甚至举债办
学。这样的“燃灯者”，显然需要更多激励和认同。

《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李泓冰有一段话，对乡
村学校的存在价值做了温情却不失深刻的描述:

“对遥远的乡村来说，每一个学校，是一堆火；每
一个老师，是一盏灯，那灯光虽是暗淡，却明明灭
灭地闪了几千年，是烛照中国乡村的一线微茫，
温暖，踏实”。办好乡村教育，不仅需要“好老师”
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更需要“制度补血”，将教育
事业尤其是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

不论求学之路如何坎坷艰难，还是音体美教
育缺乏师资和资源，抑或见识、视野受到各种因
素制约，农村孩子在教育竞争中，处于一种相对
弱势的地位。虽然近年来有一些公益机构组织农
村孩子到大城市和知名高校去参观访学，但这样

的机会只有少数学生争取到了；对于大多数农家
子弟而言，“我想去看大海”并非易事。

作为一名昔日的寒门子弟，笔者也和许多农
村学生一样，渴望去看大海。上大学之前，这是一
个想了也白想的念头；上了大学之后，通过勤工
助学、拿奖助学金，去看大海并非没有可能，却终
究因为心疼钱一直没有去。直到研究生毕业参加
工作，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我才真正见到了大
海。“大海没有，我给你们建个沙滩”，尊重和回应
孩子们的精神诉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呵护
学生，让我们见识到了一位教师的善良与担当。

对乡村教育和农村学生的关注，不能只停留
在办学条件，也不能局限于知识学习和衣食住
行，孩子们的精神诉求同样需要“温柔相待”。哪
怕不能“看海”，也要给孩子们创造更多增长见
识、开拓视野的机会，不断丰盈他们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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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老师喊加油
不只是为了两位考生

4月18日，是宁波体育中考时间，考生
在场内奋力奔跑，场外一幢高楼的窗口传
来一阵加油声，“加油，给我超一把，郑文
斌！秦超绕！你们给我超起来！”喊得激情澎
湃！喊得声嘶力竭！这是李兴贵中学的体育
教研组长陈静峰在为本校学生加油。（本报
今日A09版）

这本来是一则很平常的消息，但经视
频传播，居然在抖音上火了，单评论就多达
1100 条，曾经的学生和网友都被陈老师的
敬业、投入感动。

其实，这条视频之所以大火，还有深一
层的意义。

日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
关于高水平建设现代化体育强省的实施意
见，意见明确提出将体育科目纳入初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范围，纳入中考计分科目，并
逐步提高分值。这预示着体育科目的地位
越来越高，其重要性已经得到了全社会的
认可。在此背景下，再听陈老师的加油声，
我品出了更丰富的涵义：

陈老师不仅是在为两位考生加油，而
是在为所有考生加油，希望他们都能在场
上奋力拼搏，跑出好成绩；同时，他也是在
为没参加体育中考的初一初二学生加油，
希望他们在平时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不要到中考前临时抱佛脚。

陈老师也是在为家长加油，希望家长
们抛弃对体育科目的成见。因为对孩子的
一生来说，体育并不是副科，文化课成绩只
能决定一时之好坏，健康的身体，则是一生
的财富。

陈老师也是在为所有体育老师加油。
省政府已经发文，明确体育科目纳入初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其地位和重要性与
语数外差不多可以等量齐观。

人间最美四月天，体育的春天已经
来了！加油，学生！加油，家长！加油，体
育老师！ 陌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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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想给孩子们一片海”
读懂乡村教育的精神诉求

百姓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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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夹带广告
本就是教材底线

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发布2021年中小学
教学用书目录，要求中小学教材中不得夹带任
何商业广告或教学辅助资料的链接网址、二维
码等信息。各地要加强对教材使用情况的检查，
对未按相关规定选用、使用教材的地方和学校
要严肃处理，责令纠正。（4月21日新华社）

众所周知，中小学教材在数量上占据着绝
对优势，有着广泛的中小学生阅读群体以及背
后的家长。但是，从维护教材的纯粹性，从维护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角度出发，不夹带商业广告
本就该是中小学教材的底线。

如前所述，由于中小学教材受众较多，任何
商业广告的投放必将带来极大的市场效应。但
这种夹带广告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未成年人的
健康成长，也与教材的形象背道而驰。《广告法》
规定，针对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广告不得劝诱其要求家长购买广告商
品或者服务。由于教材之于学生和家长的“权威
地位”，由于教材系中小学生随时需要查阅的书
籍，刊载在教材中的商业广告必然会对中小学
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诱导。尤其是一些教
辅类广告更可能给人以“官方指定”教辅的错
觉。

此外，由于教材多系政府采购，由学校统
一发放，带有“官方背景”。那么，一旦夹带的商
业广告存在虚假广告等违法情形，既会严重侵
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也会让学校、教材采购
部门承担法律责任，损害教育部门的公信力和
信誉度。

其实，《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经明确强调，不
得在学校、幼儿园播放、张贴或者散发商业广
告；不得利用校服、教材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商
业广告。这次教育主管部门再次予以强调，可谓
是对相应规定的重申，是对教育机构的着重提
醒。只有严格落实这一规定并严肃处理违规者，
才能让学生的书本上少些铜臭味，不被商业广
告转移精力，能够专心致志学习。 史洪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