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网友反映长沙市高新区教师
招聘中对同一岗位分性别录取，而在这种
情况下，有的男性应聘者仅考取4分就进入
了复审。长沙市高新区教育局解释原因，表
示对同一岗位男女分开招聘是因为目前小
学教育中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调，而部分
学生不够阳刚，阴柔之气过重，提升男性教
师的比例有助于改善这一情况。

（5月27日中新社）

岗位分性别录取，男性 4 分就进复审。
这波疑点重重的招聘，不得不叫人浮想联
翩。面对舆论质疑，涉事部门的回应也很无
厘头，其言之凿凿“学生不够阳刚，提升男
性教师比例”。

的确，目前小学教育中男女教师比例
严重失调，这是一个自发形成的、中立的局
面，并没有直接的弊端。需要说明的是，通
常女性更青睐于教师这份工作，师范院校
的女生也远比男生要多。这种心理结构和
生源结构，必然传导到就业市场，也必然会
导致教师招聘中女考生更多，必然会导致
学校中女教师占据多数。这是客观事实，枉
顾事实、强加“矫正”，只会人为制造性别冲
突，只会严重损害公平、平等的价值秩序。

小学生阳刚之气不够、过于阴柔，这的
确是一个问题。但，解决一个问题，绝不能
以制造另一问题为代价。更不用说，并没有
足够证据表明，更多的男教师就能让学生
变得更阳刚！须知，阳刚教育绝不等同于

“男教师来上课”，而是必须诉诸于一整套
完整的三观培育、性格养成、课程设置体
系，同时也需要社会文化的正确引导，需要
家庭和父母的协同配合。“阳刚教育”是科
学，只能依靠专业经验、专业引导，而切不
可基于想当然的偏见和“土办法”。

“提升男性教师比例，让学生更阳刚”，
这是偷换概念，也是对性别歧视的美化。教
育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阳刚教育更是
如此。职能部门所能做的，就是尊重规律、
尊重规则，尊重教育科学、尊重教师权利。
切不可急于求成、剑走偏锋，一步错步步
错。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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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怎么才考了99.5 分，还有0.5分是被
你吃了吗？”小学四年级的小飞平时考试
都是第一名，但只要“退步”考了第二，老
爸就会批评施压：“学习不努力，未来没出
息”。后来，小飞在“重压”之下，听到读书
两个字就浑身发抖抽搐，倒地不起，而且
出现消极、厌学等情绪，还称自己“不如死
了算了”。

（5月26日《钱江晚报》）

学习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遇上了一
个永远不知道满足的家长。孩子不堪重
负，出现心理问题乃至精神疾病。

“暴力育人”不仅损伤了孩子的自尊与
自信，也会让他在重压之下变得胆怯和怯
懦，留下心理阴影和精神创伤。说到底，孩
子并非麻木、冰冷的考试机器，他们也有
自己的心理空间和精神世界；父母一味施
压却不懂得减压，就像高压锅没有了“减
压阀”，难免会爆发出来。小小年纪就患上
了精神疾病，既让人痛心怜悯，也发人深
省。

“狼爸”“虎妈”有一个潜在的价值认
同，即只要孩子足够努力足够拼搏足够坚
持，就可以像永不弯曲的直线一般不断地
上升，过上出人头地的生活。只不过，一个
充满活力的社会，社会流动是千姿百态
的，既有直线上升的，也有水平流动的，还
有曲折反复的，甚至有断崖式下降的……
从长时段思维出发，对“直线型人生”的极
致追求本来就是不合理的甚至不符合常识
的。可是，一些家长渴望短期效应，热衷

“鸡娃”和“暴力育人”；只要孩子们的求学
之路一路顺遂实现直线型上升，他们就心
满意足了。至于后面会怎么样，他们管不
了那么多。

家长一句“学习不努力，未来没出息”
的喟叹，既有尊重和敬畏“读书有用论”的
一面，也有以偏概全的一面。对于大多数
平民子弟而言，在教育分层占据好位置，
有助于找到好工作，从而在社会流动中

“争上游”；可是，“教育只是生活的过程，
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从校园进入社会
大熔炉之后，有的“学霸”职场表现并不尽
如人意，有的“学渣”反而混得风生水起。

当学业焦虑得不到疏解，家长和孩子
都可能成为受害者。打破对直线型人生的
迷恋，需要正视社会流动的多元性——既
要努力“争上游”，也能够理性、平和地接
受其他类型的社会流动；既要看到功成名
就的个案，也懂得尊重默默无闻、脚踏实
地的普通人；既能享受成功的快感，也能
接受挫败的磨砺……如果没有成熟的心态
和健康的精神世界，与日俱增的诱惑和膨
胀的欲望会让一些人陷入泥沼、滑向深
渊。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意义之网”决定
人们的言行举止。只有重塑价值坐标和精
神航向，我们在通往星辰大海、诗和远方
的路途上才不会迷路。 卓月

“考99.5分被骂”？
源于社会流动理想化

高考临近，这段时间不仅是高考学生和
家长的紧张备考期，更是高考相关产品的火
热销售期。从“押题密卷”到“专用内裤”，再
到“聪明药”……围绕考生衣食住行，商家动
足脑筋，深挖“高考经济”。说到底，这些都是
家长的焦虑心理被利用，他们总是想“讨个
彩头”“买个安心”。

（5月26日《北京晚报》）

高考来袭，每名高考生都希望取得好成
绩，尤其家长也舍得在孩子高考上投资。高
考也催生着高考经济，比如，有宣称“绝密”
的押题，除此之外，从冠以“祈福”之名的文
具，到专用内裤、清华北大袜子、转运T恤，以
及给考生母亲穿的“旗开得胜”旗袍、给考生
父亲穿的“马到成功”马褂……这些热销品
也满足了一些人群的消费需求。

警惕被高考各路“神器”收割智商税，关
键是考生和家长得增强防范意识。比如，市
场上打着高考“密卷”甚至“原题”的名义引
诱家长考生就是诈骗，对此绝不能纵容。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对“聪明药”依法打
击。据报道，中国裁判文书网披露了十余起
走私、运输、贩卖毒品罪，揭示了“聪明药”的
真身——莫达非尼、利他林、专注达等中枢
神经系统兴奋剂。它们均为国家管制第一类
精神药品。对此，相关部门当引起重视，对于
兜售不法精神药品的行为切实加大打击力
度。

总而言之，高考是全社会关注的大事，让
学生从容走向考场最为重要。高考各路“神
器”的出现，无疑是在给考生添乱，更是在扰
乱社会秩序，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当然，家
长和学校也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高考的价值
和意义，终归来讲，高考“一考定终身”已经不
复存在，与其迷恋各路“神器”，远不如踏安心
来，以平常心应考。 杨玉龙

警惕被高考“神器”
收割智商税

竟有此事

别拿“阳刚教育”
当性别歧视的幌子

不吐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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