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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话语
今日金评

不吐不快

漫画 严勇杰

近期以来，宁波市教育局开展
了师德专题教育“五项行动”，严厉
打击在职教师参与有偿补课。据了
解，根据明察暗访及市民举报，经
教育局专项调查小组现场调查取
证，已查实在职教师参与有偿家教
20余起，根据《中小学教师违反职
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2018 年修
订）》等相关规定，从严进行处罚。

（本报今日A03版）

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有违
教育公平、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破
坏教育生态，长期以来就饱受公众
诟病。这20 余起有偿补课违纪行为
被通报、相关人员被处理，既回应了
公众关切，更彰显了有关部门对在
职教师有偿补课的“零容忍”态度。
同时，也提醒广大教师要引以为
戒，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形成拒绝
有偿补课的认识自觉和行动自觉。

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有偿补
课，《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
则》早有规定，近期的“双减”政策
又有强调。在如此高压的态势下，
这些教师还给培训机构介绍生源，
在家中组织有偿补课，可谓顶风而
上。他们最终有的被清退所得，有
的被被处扣发 12 个月奖励性绩效

及取消今后三至五年的评优、评
职、晋级资格等，一点不冤。

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不只
是教师的事，也是学校和监管部门
的事。这次公布的20 余起违规补课
事件，不仅涉事教师被重罚，他们
所在的学校及其负责人也受到了不
同程度的处理。比如，给予蒋某某
所在学校通报批评，本学年度教育
工作目标管理考核扣 3 分，校长诫
勉谈话；给予姚某某所在学校党政
主要负责人诫勉谈话……这也提醒
学校对违规补课问题要主动出击、
发现就打，绝不能手软。

落实“禁止中小学在职教师有
偿补课”规定，不能画上休止符。在
具体的监管过程中，既要重事后惩
处，更要强化防范。学校要加强师
德教育，提高全体教师的师德素
养、规则意识，提升依法、依规执教
能力；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教
师时刻自重、自省、自警，坚守师德
底线、不触师德红线。监管部门有
进一步畅通举报渠道，发挥公众的
监督作用；加大检查力度，形成常
态震慑，打消教师违规补课的侥幸
心理。唯有这样，才能促进教师静
心治学、潜心执教、做好学生健康
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张小军

违规补课
就该“零容忍”

暑假里，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家长繁星兴致勃勃地
向孩子推介自己钟爱的文学作品《变形记》。岂料，00
后的孩子不以为然：“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变成
大虫子？实在太荒诞了！”类似的一幕出现在中小学语
文课堂上，“整本书阅读”单元所选取、推荐的经典文
学著作，00后、10后阅读时会表现出畏难情绪：“让我
们看几十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经典著作，读起来很
费劲。”

（8月22日《文汇报》）

父辈们喜欢阅读的“必读书单”，今天社会环境成
长起来的孩子们却“不买账”。一个客观时代背景摆在
眼前：经时间沉淀下来的经典作品，与生长在“读屏”
时代的当下学子之间，天然存在着“阅读代沟”。

所以，如何填平“阅读代沟”，考验着我们的阅读
智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喜爱。就像上辈人喜欢阅
读《傅雷家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童年》等书籍，
这些“人生必读书”伴随着他们成长，并帮助他们形成
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样，现在的孩子，则喜欢
阅读《哈利·波特》、《小王子》等作品。这种差异本身，
不存在谁对谁错、谁优谁劣的问题，恰恰是成长时代
背景完全不同，难免在阅读兴趣和理解的方向和目标
上的不同罢了。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经典。所谓“经典”，往往
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与文化取向，虽说经典作品
经历了时间的检验，是凝聚人类智慧的最优秀作品，
可在代际阅读差异上的“切入点”不同，影响着代际之
间的阅读兴趣与爱好，而上一辈人对当辈人阅读趣味
塑造，常常的关注点却狭隘地落在某一些书目上，一方
面影响着下一辈人的阅读兴趣，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
们自由裁断哪些书目值得品读的想象空间。

如果说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的入口，读名著相当
于进入那些最杰出人物的个人世界，与他们进行思想
的碰撞的话，那么，阅读者喜欢与谁对话，与谁思想产
生碰撞，都是由阅读者自行决定，硬行规范孩子们的
阅读兴趣，显然不现实。保尔·柯察金的成长故事启发
上一辈人在艰难困苦中如何战胜敌人、战胜自己，应
把自己的追求和祖国、人民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而哈
利·波特不同凡响的人生，则向当下孩子们说出了这
样一个现实，就是具有冒险精神，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本身，更符合当下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也是他们阅
读的兴趣点。

由此，对于“阅读代沟”，现实的想法和做法，就是
要承认代际的关系当中，代沟是一定存在的，关键在
于如何互补，而不是以主观臆断来证实代际关系中的
阅读差异存在谁好谁坏、谁优谁劣，当我们正视这种
差别让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存在时，我们对阅读代沟的
分析与判断才会趋于理性与智慧。

井水明

8 月 14 日，山东省临沂市沈泉
庄社区发布了一则高考奖励公示信
息。公示显示，沈泉庄社区拟对四
名考上大学的学生进行奖励，其中
3人拟被奖励5万元，另一名考上中
国音乐学院的学生拟被奖励 100 万
元。据悉，在该村，考取双一流高校
最高可获奖励 100 万元，考入清华
大学和北京大学则直接奖励 200 万
元。

为了激励子弟读书，很多企业
和单位设立了高考奖学金，钱也许
不多，但足够温暖。这些年，随着农
村经济越来越好，奖励高考升学的
村子也越来越多。这当然是我们乐
见的。在那些相对贫困的地区，村
里的奖学金可能解决了很多贫困大
学生的燃眉之急，既鼓励了贫困学
子认真学习，也以精准帮扶温暖了
人心。相比之下，像这种动辄百万
甚至两百万的土豪高考奖学金，实
属少见。

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在这
种土豪式的清北崇拜下，清华北大
已 被 该 村 的 领 导 们 ，推 上 了“ 神

坛”，成为一种迷信。之所以会有
“宁可复读，也非得进北大清华”之
类极端行为，不得不说，从政府到
企业差异巨大的层层奖励，一个清
华北大几乎能顶十个其他重点大
学，正是这场造“神”运动的重要推
手之一。

当高额奖金成为绝对主角，那
一纸录取通知书反而显得有些可
笑。所谓“重视教育”，不是盲目搞
清北崇拜，不能让高额奖学金成为
目的本身。

不过两千多人的村子，多少年
可能也考不上几个清北。与其以高
额奖学金作为噱头，不如让每个努
力学习的孩子，都能因为自身取得
的进步而获得奖励，让每个孩子都
能在求学过程中，获得更多普惠性
的帮助与鼓励，而不是以清北崇拜
的思维仅以结果论英雄。考上清北
固然很好，但每个努力学习的孩子
都值得肯定，真正重视教育，就应
以普惠帮扶促进教育公平，给更多
孩子人生出彩的机会。

舒圣祥

百万村级奖学金
重视教育不是清北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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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代沟”无需填平
正视差异才是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