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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北京市中小学
教材管理办法》并规定，全市中小学教材
实行国家、市、区和学校分级管理；义务教
育学校不得使用境外教材等。

（8月11日《北京晚报》）

人们常说，教书育人、塑造未来。对于
义务教育阶段来说，所育之“人”，当然是
如饥似渴般努力学习各种知识，像幼苗一
样沐浴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笑容如花朵那
样灿烂绽放的孩子们；所教之“书”，其中
一个重要方面即是教材，其每篇都来自于
专家精心取舍选择，字里行间不仅传授新
知，同时也蕴含着道德文明薰陶、历史文
化传承和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既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又开宗明义掷地有声。

教材是书但绝非一般之“书”，其对于
中小学教育的重要性，不亚于种子之于农
业。教育作为决定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根本
事业，中小学教育又是塑造未来的百年大
计，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当然要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必须
为中国孩子编出高质量的中国教材，让中
国的孩子们读好学好用好中国教材。

此前在一些地方，“洋教材”受追捧，
被某些教育机构和社会人士当成宝贝，这
绝非什么正常现象。教育不是消费品，拿
来即可用。每个国家的教材都打着本国本
民族的鲜明烙印和不同文化传承，充当教
材搬运工，简单地采取“拿来主义”，把“洋
教材”直接搬到课堂或者线上，从内容到
形式并不适合中国孩子的认知特点和学
习习惯。更让人警惕的是，一些“洋教材”
除了水土不服，其中某些内容与我们的文
化传统、价值理念相去甚远，甚至是存在
严重错误。孩子对此岂止是啃不动，如果
全盘吸收无异于在喝毒牛奶。

打造教材的护城河势在必行，用什么
教材、教什么人、选择什么教学内容、如何
因材施教……上述严肃问题不容回避，必
须响亮作答。北京市规定义务教育学校不
得使用境外教材，十分重要而且适时。当
然，杜绝使用“洋教材”不等于盲目排斥国
外中小学教育的先进经验，教育本身也是
一个开放的系统，通过学习借鉴优秀的国
外教材实现洋为中用、海纳百川，也需要
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教材专家认真思
考并付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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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称号被特级教师称号被““摘摘””
的震慑意义的震慑意义

探险和“卖证” 本不该有关系

近日，根据群众举报，经河北沙河市教育局
专项调查组现场调查取证，发现第一中学在职
教师郝某金、郝某红、赵某兴在一处民房内组
织、参与有偿补课；第十中学在职教师宗某民在
自家开办补习班。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教育局对
4人做出了程度不等的处分。其中，郝某金作为
主要参与者，调离一中，并取消其河北省“特级
教师”、邢台市“首届名师”等荣誉称号。

（8月8日澎湃新闻）

处分够严厉的，4 人不仅受到警告处分，退
还全部违规所得，而且还要扣除四人 2021 年
50%奖励性绩效工资，2021年考核定为不合格等
次，两年内不得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两年
内不得参与岗位晋级、评优评先，暂缓教师资格
注册。这还不够，对郝某金更是作出了取消“特
级教师”、邢台市“首届名师”等荣誉称号的处理
决定。

此刻，4 人应该连肠子都悔青了。尤其是对
于郝某金来说，前半生躬耕讲坛好不容易争取
到的“特级教师”这一金字招牌，而今被摘除了，
从此以后头顶“特级教师”的光环走到哪里都受
人尊敬的待遇没有了，这还不算失去了诸多“特
级教师”头衔带来的有形无形的利益。更可悲的
是，原本作为“特级教师”的郝某金在校内校外
处处可以“为师师表”（做教师的模范），而今竟
然沦落为有违师德的反面典型，这样的人生转

型真是太富戏剧性了。
可这又能怪谁呢？前不久，中央刚刚下发了

“双减”政策，紧接着教育部又印发了《关于开展
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
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纷纷
针对有偿补课采取雷霆手段，严厉整治，难道这4
位老师不知情？肯定不会，否则他们也不会选择
在民房和自家开办补习班了。

你说他们有侥幸心吗？有。他们以为从“地
上”转入“地下”，就太平无事了。谁知道，群众的
眼睛是雪亮的。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4 人此番
被查，根本原因是头上的光环害了他们。除了郝
某金是“特级教师”外，另外三人都是“模范教
师”“师德标兵”，总之，都是名师。他们仗着自己
是名师，不怕查，即便查到也不会拿他们怎么
样。

据我观察，大凡在开办课外培训班、参与组织
有偿补课的大多是当地名师，即便牵头办班的不
是名师，其招募的也一定是骨干教师，否则就没有
号召力，就吸引不到生源。而且收费标准往往是根
据团队的实力、师资力量来定，相应的培训班支付
给教师的薪金也根据其名气大小来定。你想想，如
郝某金这样的“特级教师”一旦涉足教培行业，该
有多么吃香！对其本人而言，多有诱惑力！

问题来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每年都要评
选表彰一部分“特级教师”“模范教师”“师德标
兵”等名优教师，初心就是希望这部分教师安心
在校从教，立足课堂，情系学生，全身心扑在教
书育人上，为其他教师树立忠于职守的师德榜
样。可这4位名师，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但忘了
初心，辜负了校方和广大师生和家长的期望，居
然利用名师效应参与有偿补课，大发其财。

名师参与有偿补课抑或办培训班，犹如风
助火势，大大地助长了有偿补课和办课外培训
班的风气，致使教育生态严重失衡；此消彼长，
名师们不安心在校内教书育人，纷纷跑到校外
挣钱去了，这样，固然带火了教培行业，可损失
的恰恰是学校的教育事业，——优质师资外流
或者身在曹营心在汉，又怎能保证校内的师资
力量，又怎能提高学校的教育质量？

所以说，此次沙河市教育局不因为查到的4
位违规者是名师就网开一面或者手下留情，而
是对照相关规定，予以严处，彰显了切实推动有

偿补课专项治理的决心意志，起
到了应有的震慑意义，值得称

道。同时，也给全国各地正在
开展的治理行动提供了一个
思路：名师办班、名师参与有
偿补课影响大，性质恶劣，应
与严查、严处。 王学进

近日，一则北京一名16岁高一学生参加中
国探险协会组织的沙漠探险活动时不幸身亡的
消息引发关注。目前，该事件警方正在调查，中
探协相关业务部门也正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并
已对协会所有项目开展安全检查。

（8月11日《北京青年报》）
这是一场野外探险悲剧事件，但并非单纯

的意外事故，而是掺杂了人为因素，实则是主办
方不专业、一心谋利所致。主办方是中国探险协
会，本该具有专业素养，可是从各方报道的情况
看，主办方明显违背了专业性原则，而是在赤裸
裸地追逐商业利益，将沙漠探险当成了赚钱工
具，以致酿出悲剧事故。

中国探险协会在学校的宣讲会中介绍沙漠
徒步活动时，以“证书”“留学”做诱饵，诱惑学生
们报名参加。据了解，多数学生参加就是为出国

留学加分，并不喜欢户外运动，可见学生的参与
热情并不高，纯粹是想拿“证书”，却对自身健康
和探险能力估计不足，这就埋下了很大的安全
隐患。

在参加活动前，主办方并没有要求学生们
体检，也没有在北京集中进行培训。虽然给学生
们发了装备，包括睡袋、帐篷等，但并未教授野
外生存技能。如此漫不经心的操作，丝毫没有风
险意识，出事时的应变也不灵活，暴露出主办方
的不专业、不细心、不负责，而是一门心思压缩
成本，赚取更高的利润。

野外探险是一项高门槛的专业活动，将有
风险的探险变成出国留学加分项的“卖证”，贻
害不浅。白银马拉松惨剧在前，可谓殷鉴不远，
此次16岁少年探险遇难，再一次敲起了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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