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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永顺县一名教师让未参加捐款的学生
排队录像，并将视频发至家长群中，动
员学生家长募捐。永顺县教育和体育局
回应，目前，经永顺县教体局局务会研
究决定，对砂坝镇中心完全小学教师谢
某某进行行政记过处分，调离该校；对
校长彭某某就地免职；对永顺县教育基
金会工作人员覃某某进行诫勉谈话；对
砂坝镇中心完全小学在全县进行通报批
评。 （5月23日新华社）

地方成立教育基金会，募集款项用
于奖励优秀师生和教育工作者、救助有
特殊困难的师生以及开展“园丁之家”
等公益慈善活动，这本是一件好事。但
是，募集的对象，应该是面向社会各界，
面向那些真正关心教育、热爱教育，愿
意为教育出一把力的人，所以该基金会
把募集对象瞄准当地学生，可以说从一
开始就错了。把不愿意捐款的学生，通
过拍摄视频发布到家长群，然后“逼捐”
更是错上加错，从教书育人的角度来
看，更是一种最差的“言传身教”。

事情被曝光并遭受社会各界巨大质
疑后，当地教育部门公布了处理结果，包
括对涉事教师行政记过处分，调离该校；

对校长彭某某就地免职。这种处分背后，
可能暴露出了更大的问题，那就是把募
集对象对准学生，并且采取“逼捐”的方
式让学生捐款，极有可能并非当事教师
个人行为，而是一种集体行为，所以最后
才连校长、学校、教育基金会工作人员一
并处理了。只不过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这
名教师的做法太出格，招致了家长不满，
最终才被曝光而已。所以，最终需要反思
的，就不仅仅是一线教师，还有学校领导
管理者，教育基金会以及当地教育部门。

在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还是
学生。他们一定都很困惑，很难过，为什
么自己平时无比尊重和爱戴的老师，要
以这种方式逼着问自己“要钱”，为什么
自己不想捐钱或者是没有钱可捐，就要
被老师在全班同学面前乃至家长面前

“示众”？这种“视频逼捐”的背后，至少
向孩子们传递了两个信息，第一，你拒
绝学校和老师的要求，就是错误的，学
生没有说“不”的权利；第二，你的尊严
并不值钱，老师可以随意践踏。

小学的孩子，已经懂得自尊自爱，知
道是非好坏，希望这样的教育，不会对
他们带来更深的影响，更大的伤害，同
时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该反思
的地方还有很多。 苑广阔

语文课本
不能让假科学
“一本正经”

“蚂蚁搬家蛇过道，大雨不久要来到。”小
学语文课本里的这句话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
近日，学生家长洪广玉发微博质疑这句话的科
学性。家长质疑小学教材“蚂蚁搬家要下雨”不
科学。针对洪广玉的质疑，5月21日，人民教育
出版社宣传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编辑室
老师将对此内容进行研判。

（5月23日 中国青年网）

“蚂蚁搬家要下雨”的说法早就耳熟能详，
民间有这种说法，课本也是一本正经地这样
说。但是耳熟能详未必就是科学的真谛。“蚂蚁
搬家要下雨”的说法早就引发了质疑，在科学
界也是不认同的。比如，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客座研究人员冉浩就表示，蚂蚁搬家的
原因很多。诱发蚂蚁经常性迁移的原因可能跟
它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有关系，寄生虫或天敌
的侵扰、食物资源的改变等，也都有可能引起
巢穴的迁移。比如，气象高级工程师张明英也
表示：确实“下雨的时候有蚂蚁搬家”，但不是

“蚂蚁搬家一定有大雨”，这是两个概念。
“蚂蚁搬家要下雨”是早就跟随我们生活

的“民间说法”。作为“民间说法”也有参考意
义，但是要进入小学课本，则需要慎之又慎了。
小学课本出现的不少文章，在当时来说是没有
问题的，但放在科学日益前行的现在，则需要

“重新审视”了。有人说，语文课本不是自然课
本，语文在于传播汉字文化，是学习汉字的，是
学习语言的，不是学习科学的，不能教条。但
是，需要知道的是，孩子是懵懂的，错误的知识
会害了他们一辈子，语文课本不能只有“汉字
之美”“语言之美”，还需要有“科学之美”。

就拿小学语文课本“乌鸦喝水”的故事来
说，也早就遭遇了质疑。有人做过“乌鸦真的能
喝到水吗”的试验，分别选取了人教版、西师
大、北师大、长春版四个版本的小学语文课本，
以各自《乌鸦喝水》课文里的“水瓶”插图为模
本，分别找来相似的瓶子分组模拟实验。结果
显示：四个瓶子中，乌鸦只能喝到其中一个瓶
子里的水，另外三个瓶子，不管你往扔瓶子里
多少石头，乌鸦都根本喝不到水。这种“插图错
误”就不是科学的精神。

作为出版社，需要多些质疑精神，尤其是
对“昔日的经典”要敢于较真，而不是“教条的
传承”，符合时代精神的要传承，不符合时代精
神的则需要删除。“蚂蚁搬家要下雨”，小学课
本不能传播错误知识。语文课本不仅是学习汉
字的，也需要像自然课本一样较真，不能让假
科学“一本正经”。 郝冬梅

热点追评

视频逼捐
是最差的“言传身教”

霍金去世了，有些人其实不懂时空！金庸去
世了，有些人其实不看武侠！可是谁都知道，无
论什么样的人，都要吃饭！

“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5月22日13点07分在湖
南长沙逝世，享年 91 岁，举国哀恸：“国士无双，
先生千古”“袁爷爷，一路走好”“珍惜每一粒粮
食，端好饭碗”……

斯人已逝，精神不朽。
“种田人”袁隆平走了，“禾下乘凉梦”和“杂

交水稻覆盖全球梦”将永远流传。相关领域的科
研人员纷纷表示要继承袁老遗志，力争早日实
现袁老的梦想。作为普通人，深切哀悼之余，不
浪费粮食或许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网络上流行一句话：袁隆平让你吃得太饱

了。调侃背后，却值得人引发深思——我们的粮
食安全问题，是否可以高枕无忧了？据《中国城
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餐饮业仅
餐桌食物浪费量每年就有 1700 万至 1800 万吨，
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

“民为国基，谷为民命”，在中国这样一个人
口大国，如果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其他一切都
无从谈起。袁老曾说过，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粮食安全问
题。

正是基于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深刻认识，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守牢国家粮食安
全底线”。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提高粮
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强调要解决
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十四五”规划中，中国对保

障粮食安全作出总体部署，首次将粮食综合生
产能力作为安全保障类约束性指标，在经济社
会发展主要指标中予以明确。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粮食安
全再度受到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只要珍
惜碗里的粮食，就是对老人家最好的纪念，“光
盘行动”就是对袁老最好的报答。

“一颗米里面住着七位神仙”，这个流传于
中国民间的说法，将珍惜一粥一饭的重要性“拔
高”到至高无上的境地。“神仙”之说或许不值一
哂，但珍惜粮食的意识确实应该被赋予某种“神
圣”的色彩。

“神农”已逝，德馨犹存！一稻济天下，为国
为民，侠之大者，袁爷爷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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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一粥一饭 就是对袁老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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