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近日在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等
平台发现，多款名为“藏手机神器”的保温
杯、仿真书热卖，商家甚至将“防检查”“防
检测”“上课玩手机”等作为卖点向学生兜
售。对此，家长们建议，电商平台对兜售此
类产品的不良商家应从严治理。

（7月 10日《北京日报》）

今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
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中小学生原
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这是为了保护
学生视力，让学生在学校专心学习，防止沉迷网
络和游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积极举措。
商家公然兜售“藏手机神器”的保温杯、仿真书，
显然不是真心为学生着想，而是巧舌如簧、见利
忘义，利用商品的特殊功能，满足极少数学生或
家长对手机的需求。这种与禁令唱反调的“神
器”，其实是“作妖”。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公德，诚
信经营；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性能、用途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由此可见，商
家将保温杯、仿真书说成是“藏手机神器”，既涉
嫌违法，还涉嫌教唆、纵容学生“使坏”，与禁止
将手机带入课堂的通知精神唱反调。

仅靠学校破“藏手机神器”的妖道，很难做
到滴水不漏。确保“禁止将手机带入课堂”，市场
监管等部门应对“藏手机神器”的商家及平台动
真碰硬。多方发力，联手作为，依法处理销售“藏
手机神器”的商家及平台，不准商家口无遮拦，
不准“藏手机神器”兴风作浪，遏制将手机带入
课堂的欲望，营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教学环境。

但愿学生和家长购买“藏手机神器”，不是
用来对付学校。商家设坑促销，利欲熏心，自有
定论，学生把手机藏在“神器”里带入课堂，一天
两天可能不会被发现，时间久了，难免穿帮露
馅。这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行为，不符合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更不受学校欢迎。如果用这种方
式将手机带进考场，其严重后果更是不言而喻。

你说，这个“藏手机神器”是“神”还是“妖”？
卞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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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护照”
一次有益的校本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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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7 日，李惠利中学 2021 级新生
报到时，每个人都收到了一本“护照”
（全称“惠兰书院成长护照”），里面包含
了 33 个项目，这是接下来的高中三年
内，需要同学们通过必修+选修模式，完
成的个性化成长科目。校长刘伟龙说，

“我相信，如果学生认真做到了‘护照’
上的要求，必定会成为一个全面而又个
性发展的人。”

（7月9日《现代金报》）

刘校长为何这么自信？这得从当下
学生评价存在的通病说起。

举其荦荦大端，其通病有三：一是
注重终极性评价，忽视过程性评价；二
是注重考分也即学习成绩评价，忽视综
合素质评价；三是评价主体不够多元，
多由老师和校方来完成，缺少学生的自
我评价。

正是在这种有所偏颇的评价导向影
响下，一切围绕分数转的应试教育越演
越烈，全面发展又具有鲜明个性的同学
难得一见，严重制约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为此，新课程提倡建立一个内容多
维、主体多元、方法多样、既重视结果又
重视过程的学业评价体系，以评促学，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李 惠 利 中 学 正 在 推 行 的“ 成 长 护
照”评价模式，就是针对上述通病所做
的一次创造性的改革。“护照”的设计，
立足于德智体美劳全面而有个性发展
这一教育方针，分别设计了与“五育”相
对应的“德行分院”“智慧分院”“体育分
院”“艺术分院”和“行知分院”，每个分
院设置学生综合素养养成的必修和选
修项目，项目含 5 个星级，每学年通过自
评、班级评定、学校评定综合定级，依据
所获星星数评定学生等级。

这 一 设 计 的 高 明 之 处 在 于 ，一 是
“五育”并重，注重综合素质的发展，而
不是单单突出学习成绩；二是既有终极
性评价，又有过程性评价，形成一条完
整的评价链；三是评价主体多元，既有
教师、同学、学校评价，又有自我评价，
这样能最大程度体现评价的客观性、真
实性和合理性。

举例来说，如报道中提到的新生陈
栀妍，从小喜欢舞蹈，因此，“艺术分院”
的考评对她不成问题，她需要补强的是
其他知识和技能，这样，从入学的第一
天起，对照“成长护照”所列的必修和选
修项目，就能确定三年的奋斗目标，一
步一个脚印地去努力打拼，最终“成为
一个全面而又个性发展的人”。

有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就有什么样
的学习行为，其具有的导向作用不言而
喻。近年来，围绕改革评价标准，各地学
校都在进行探索试验，也取得了一些突
破。李惠利中学正在推行的“成长护照”
评价模式，有创意，有亮点，值得期待。

王学进

不吐不快

与禁令唱反调
这不是神器
是“作妖”

7月10日晚，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
称，在河北秦皇岛燕塞湖景区内，一个带着孩子
的女游客在景区观赏孔雀时，硬拽了一根孔雀
羽毛，对此该网友表示：“身为人母，不能这么教
育孩子。”11日上午，该景区回复记者称，暂未发
现孔雀受伤，保留对该游客的追诉权。

（7月11日澎湃新闻）

看似不大的一件事，被网络曝光以后，却引
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与讨论，原因在于这位家
长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是当着自己的孩子们实
施的。

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来临，亲子游在整个
旅游市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很多家长特意
把自己的休假时间放在暑假，目的就是为了陪
孩子外出走走看看。这当然很好，也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情。

然而，当家长领着孩子徜徉于祖国的山山
水水、人文古迹时，一定不要忘记了“文明”二
字，一定要让文明素质成为孩子暑期的底色。

文明教育应该是暑期教育的重要内容，

而能够承担这一教育责任的，当然是孩子的
父母。家里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孩子在学校
期间，不管是老师还是学校，都是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引导和教育孩子要养成文明习惯，
遵守文明礼仪，提升文明素质，但是一旦孩子
放了寒暑假，也就意味着这样的文明教育出
现了暂时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家长
理应接过孩子文明教育的接力棒，在假期同
样要对孩子进行文明引导和教育。

否则的话，不但他们在学校期间接受的文
明教育会在假期被“抵消”，甚至受到周围环境
的影响，沾染上一些不文明的习惯。从这个角度
来说，家长在暑假对孩子进行的文明教育，不但
是对他们在学校接受文明教育的一种巩固，同
时也是避免他们文明素质倒退的一种必须。

家长对孩子最好的文明教育，就是以身作
则，在做好表率和榜样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一些
现实中的场景，纠正错误的，不文明的做法，告
诉孩子什么是正确的、文明的做法，以此来接续
孩子在学校接受的文明教育。

苑广阔

让文明成为孩子过暑假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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