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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最奇葩，只有更奇葩。
煮熟的鸡蛋还能孵出小鸡？如果这样的

事情真能做到，那么煮熟的鸭子也完全可以
“飞”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天方夜
谭的事情竟然写成论文公开发表了。

“人类的奇迹！起死回生不是梦！”“复活
恐龙不再遥远”“霍格沃茨魔法学院之中国
郑州春霖职业培训分校”……瞠目结舌的网
友们，纷纷发出了诸如此类的戏谑调侃。

遇事不决，量子力学；机制难寻，肠道
菌群。近年来，各种奇葩论文令公众应接
不暇：《通过靶向肠道菌群调控人体的物
质需求欲望，有望提高廉政文化建设效
率》《行长的面部宽高比影响银行绩效的
路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蟋蟀身体与
战斗力关系的认识》……

与上述博导教授发表在核心刊物的
论文相比，“熟蛋返生孵雏鸡论文”的作者
分量和刊物层次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但
是，就荒诞程度而言，完全有过之而无不
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高大上”的
奇葩论文大多只是停留于作者主观推测
层次，而“熟蛋返生孵雏鸡论文”则是通过
组织学生进行实验的方式进行“印证”的。
对于臆测的奇葩论文，我们或许可以当做
茶余饭后的笑谈，但如果她真的将这些研
究“成果”贯彻于对学生的日常教育之中，
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足以令人不寒而栗。

令人担忧的是，现实中也有学校开展
过类似的“实验”。两年前，成都金牛区金
泉小学的一项“萝卜实验”，一度引爆舆
论。据报道，该校师生进行了为期一个月
的实验，让孩子们用不同的语言对待两个
普通萝卜，对其中一个说赞美的话，而对
另一个则用力骂。实验结束，学校给出的
答案是“被骂的萝卜比被赞美的萝卜坏得
更快一些”。而如果得出的结果相反，则表
示被赞美的萝卜“过于骄傲，不思进取”，
因此比被骂的萝卜坏得更快。该校校长表
示，他们是看到别的学校做这个实验发现
绝大部分被表扬的萝卜比较好之后才“效
仿”的。

对于毫无科学依据的“返生实验”和
“萝卜实验”，啼笑皆非之余，更应该引发
深思。这种典型的反逻辑行为，不仅没有
科学精神，还可能会误导孩子，甚至在孩
子心灵中埋下伪科学的种子。要想杜绝这
种侮辱智商的闹剧重演，必须给教育者补
上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课。此外，刊登奇葩
论文的正规刊物，也要依法严肃追究其误
导公众之责，绝不能轻松放过。

胡欣红

须给教育者补上
最基本的科学素养课

分层作业、自助餐式作业……浙江省中小
学作业改革推进会正在热议“鄞州作业”。4月
27日，2021年浙江省中小学作业改革推进现场
会在鄞州举行，全省约25所中小学校分享了各
自的作业改革经验。其中，“自助餐式作业”成为
最大的亮点。 （本报今日A4-A7版）

为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近日，教育部
发布《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作业管理的通
知》，明确提出把握作业育人功能、严控书面作
业总量、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等十条要求。鄞州区
教育局针对公众关心的作业问题，推出了分层
作业、“自助餐式作业”，这一改革在全省产生了
良好示范效应。

相较于过去教师“一刀切式”布置作业，“自
助餐式作业”给学生提供了自主探索、主动获取
知识、运用知识的机会，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
主动者、探索者和成功者。“自助餐式作业”改革

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作为一名从教 30 多年的老
教师，笔者以为在推进“自助餐式作业”改革时，
还需处理好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推进“自助餐式作业”是否加重教师负
担。

以往教师在讲完一个知识点或章节后，统
一给学生布置作业，现在要根据学生不同的学
习情况，提供难易程度不一样的作业“套餐”，供
学生自主选择。相应的，学生上交的作业也会各
不相同，按照有布置就有批改的教学要求，教师
必然比以往投入更多的时间，教师负担是不是
因此变重？

去年底，浙江印发“中小学教师减负意见”，
如果能落实，我就不用担心了。

二是家长担心的，此举是否会加大学生两
极分化。

教师统一布置作业，固然存在好学生吃不
饱、差学生吃不了的问题，但是“自助餐式作业”

必然会出现成绩好的学生选择难度较大的一组
作业，成绩较差的学生自然会选择难度较低的
一组作业，时间一长，会不会产生强者愈强、弱
者愈弱的现象。

三是推进“自助餐式作业”是否影响诊断教
学效果。

布置作业的目的，是为了检测教师教与学
生学的效果，以便对教学及时作出调整。如“自
助餐式作业”正确率都比较高，教师则很难在批
改作业时发现共性问题，学生作业中出现的问
题因人而异，个性化特色明显，教师该如何根据
作业情况对教学进行调整？

新课程标准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
的主人，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引导者和参
与者。自古成功在尝试，希望鄞州的“自助餐式
作业”不断探索，不断总结，不断完善，让“鄞州
解法”成为全国中小学作业改革的一个样板。

维扬书生

背后期刊“乱象”
更值得关注

“熟蛋返生孵小鸡”的做法自然是非
常荒谬的，那么，反常识、反科学的“论
文”为何能顺利刊登在正规刊物上？

客观说，我国对期刊的刊号管控是
非常严格的，浙江省教科院主办的《浙江
教育科学》尽管有博导乐意到上面发文
章，但因为没有刊号，只能是内部刊物。

现实中，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所谓
花钱买论文，一类是上当受骗发表在非
法刊物上，也就是名副其实的虚假刊
物；另一类就是像《写真地理》一样披着
合法期刊外衣，干着跟非法刊物没什么
两样的勾当，可谓是期刊界的毒瘤。这
也就是某些地区，要求教师发表的论文
在职称评审时要提交知网截图的一个
重要原因。

类似《写真地理》这样的低品质刊
物，现实中还有很多。他们有正规刊号，
通过国家新闻出版署网站能够验证，甚
至还被中国知网等期刊网收录，看起来
真的很正规。但不得不说的是，这些刊
物毫无品质，办刊的目的纯粹就是盈
利，收钱发稿，文章毫无质量可言，这也
就出现了《写真地理》“熟蛋返生孵小
鸡”的乱象。

如果没有被曝光，熟蛋返生孵小鸡
或许还会有连续剧，相关的系列文章还
会再刊发。

因此，对于中小学来说，对于教师
发表的文章，给予奖励时要注意，不要
给这种行为推波助澜。笔者听省外一位
教师说，他们学校不认可老师在低品质
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因为这样的行为一
旦被认可后，就会吸引更多的人“躬身
入局”，败坏学校形象。

同样，相关教育业务部门也要注意
把关，如果有些教师通过这样的论文在
职称评选、名优教师考核中都能“浑水摸
鱼”的话，则是让很多投机取巧者成功上
位，败坏一方的教育教学研究生态。

刘波

热点追评

期望作业改革“鄞州解法”能走得更远

近日，一篇有关“熟蛋返生孵雏鸡论文”在网上疯传。据悉，论文全名《熟鸡蛋变成
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收录在《写真地理》期刊，作者单位为郑
州春霖职业培训学校。据公开报道 信息显示，该校老师郭某还有物
体穿瓶越壁、熟绿豆返生发芽等 相关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