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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家长看不到孩子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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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需要改革，怎么改？蔚斗小学的尝
试值得称道。此次尝试亮点多多，其中给我
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家长看不到孩
子 优 点 ？如“ 我 孩 子 的 优 点 真 不 少 ，比 如
……”这道题目，老师特意给这道题准备了
五个空行，以为知子莫若母（或父），家长应
该会罗列出一大串孩子的优点，可谁知，好
多家长抓耳挠腮就是想不出孩子的优点。

父母为什么看不到孩子的优点？答案很
简单，即一叶障目，家长们眼中只有考试成
绩，分数高就意味着优秀，也即是最大的优
点，反之则无优秀可言。

将学习成绩好坏当做评价孩子优劣的最
权威标准，虽被人诟病已久，但一直难以扭
转。

这样的评价标准非常有害。其直接危害
是造成亲子关系紧张。不是吗？要是孩子成
绩不好，家长横看竖看都不顺眼，轻则怒目
而视，重则打骂呵斥，生生把正常的亲情伦
理给破坏了。更为有害的是，扼杀了孩子的
天性，限制了孩子多元发展的可能，抑制了
孩子的兴趣爱好，最终危及他们的创新思
维和创造能力的发展。在这种单一的评价标
准下，孩子最终只能成为考试的机器，分数
的奴隶。

人的发展具有无限可能性，有的
人成绩 不 好 ，但 品 格 高

尚 ，乐 于 助 人 ；有 的
呢，考试分数不高，但

动 手 能 力 强 ，思 维 活
跃，勇于开拓创新；有的
呢 ，表 面 不 听 话 ，实 际
上，他们不迷信老师、家
长和教材教法，敢于质
疑，具有很强的批判性
思 维 能 力 ；有 的 呢 ，在
课堂内表现一般般，但
具有家国情怀，有社会
责任性，敢担当，敢负责。

上述这些，都是人之
为人的优 良 品 质 ，不 仅
教师要看到和鼓励，家长

更应看到和以此为荣。只
有这样，人的全面发展才有

可能。
这，就是蔚斗小学这场特殊家长会

给出的警示和启示。 王学进

教育部5月17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新
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于公办
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实施条例》
提出了一系列限制性要求。包括规定义务教育
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公
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不得仅以
品牌输出方式参与办学等。

（5月18日本报A03版）

“名校”办“民校”，是指优质公办学校借助
其品牌、师资、管理等资源，独立或与其他民营
企业等社会团体联合举办学校的行为。“名校”
办“民校”的初衷，是缓解优质教育资源供不应
求的现状，满足人们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但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一些“名校”热衷于这种低成
本扩张模式，甚至将其异化为利益寻租的道
具，由此引发出一系列问题。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来说，“名校”办“民校”
可谓弊大于利。首先，义务教育资源本就紧张，

“名校”办“民校”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公办
学校本身的教育资源，影响教学质量。其次，国
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建设的公办学校，其
品牌、师资、管理等资源却被拿来举办民办学
校，无形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容易引发教育腐

败。此外，义务教育实行免试就近入学，“名校”
办“民校”很可能演变为一场学校和房企的利益
合谋，“学校批售牌子，企业赚足票子”，从而拉
高房地产市场热度，影响“房住不炒”政策落实。

此次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从法律上全面禁止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
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办学校。这无疑是一
种必要的纠偏，有助于规范义务教育办学秩
序，维护广大中小学生合法权益。

与原《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相比，此
次修订还就“名校”办“民校”增加了一系列限
制性要求。比如，“不得仅以品牌输出方式参与
办学”，“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非营利性
民办学校，不得以管理费等方式取得或者变相
取得办学收益。”这些规定都是在总结实践经
验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制度堵漏。一方面有助
于保证“名校”办“民校”的质量和效果，同时可
以遏制一些公办学校借机敛财的逐利冲动。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提
出，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支持”和“规
范”同样重要，不可偏颇。对于“名校”办“民校”
来说，就应该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法律和
制度的框架下参与民办教育，为公众提供更多
优质教育资源。 张淳艺

不吐不快

规范“名校”办“民校”是必要的纠偏

正视世界的参差
是每一个人的命题

8 点的语文课，读的书目是《中国古代
文化史》；10点的体育课，选的运动是击剑；
放学后的课余活动，是看戏剧社的学弟学
妹演出……

近日，一则名为“我在北大附中上学的
一天”的视频爆火。面对北大附中学生精彩
的高中生活，网友羡慕有之，对教育公平问
题的反思亦有之，引发热议。

随着网络舆论的发酵，原视频所带的
微博话题“在北大附中上学有多幸福”中，
出现了大多数“高中生的心酸”，叫嚣着“世
界的参差”，反馈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部
分北京学子回应自己对教育倾斜的看法，
为自己的高中奋斗生活正名，被网友指责

“何不食肉糜”，呛声“享受红利就保持沉
默”，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双方争议的内容出乎意料的一致，都
认为自己付出了努力，而对方的行为嘲笑
甚至抹杀了他人的努力。为什么看似处境、
遭遇差距如此之大的对立双方，却在网络
舆论中表达着相似的愤怒？

其一、无法真正做到感同身受。双方处
在不同的教育背景、高考政策和校园环境
下，没有办法通过文字的描述去体会他人
的艰辛，每个人只对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
有感。

其二、世界的参差几乎存在于每个角
落。事实上，不仅是各省市之间的教育资源
不均衡，哪怕同处北京，学校间的师资和硬
件设施也存在巨大差异。

所以，双方都有各自的烦恼与困苦，却
无法相互理解。而争论的关键在于一些“隐
形的”既得利益者，在日常生活中难以意识
到自己的红利，对利益匮乏人群的发声表
达了不承认、不相信乃至嘲笑、蔑视的态
度。

很多人不明白“既得利益者”表现出优
越感是残忍的，或为自身的优势产生愧疚
感是无用的；很多人也意识不到因愤怒而
强迫别人噤声，是一种多数对少数的暴力；
道德绑架式地要求“既得利益者”必须心生
愧疚，也是不合理的。展现获得利益的优越
感，也要受特权的鞭策，以“礼貌、体面、个
人奋斗”为尺，需要丈量每一个人。

我们不应否认教育倾斜的现象，无需
抹杀各省市考生的努力，也不必对个别群
体抱有敌意，制造教育焦虑。教育发展不平
衡的问题被这个话题撕裂开，摆在大众面
前，我们就应该更多地把目光放在政策本
身上，正视差异的存在，关注当下，探索推
进教育发展均衡化的现实举措，不断推动
教育公平。

“对特权的过于愤怒和在意不会对这
些人造成影响，却会丢失掉你自己的信
仰。”保持一颗平常心，认清这个世界的参
差，不以此骄矜自满，也不因此义愤填膺，
坦然接受“现阶段的无能力改变”，为未来
而努力。

作为高考大省的一名普通学子，回顾
我的高中生活，虽然有泪水、有病痛、有磕
磕绊绊，但也有我的成长故事和个人收获。
新一年的高考在即，回归自己的生活本身，
不贬低、不放弃自己的努力，不要抱怨，更
努力去生活，鸿沟难以弥合，却也有纵身一
跃的可能。

钱欢（浙江万里学院学生）

热点追评

5月 18日，北仑区蔚斗小学举行了一
场特殊的家长会，其特殊之处是，家长会变
成期中考试，所有出席家长会的家长都要
做一份试卷，试卷是孩子出的，其中有一道
题是：写下孩子的优点，结果很多家长写不
出，因为他们一时找不到孩子身上的优点。

（5月20日《宁波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