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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本是人之
常情，但南京一名博士“虎爸”的教
育方式实在让人无法理解，他不但
让读小学一年级和幼儿园的两个
孩子学高等数学，还经常施以辱骂
和殴打……无奈之下，孩子母亲只
能向法院“求援”。日前，南京市建
邺区人民法院通过签发人身安全
保护令，最终化解了这起因家庭教
育方式失当引发的纠纷。（12月15
日《扬子晚报》）

不言而喻，这是典型的拔苗助
长式教育。

父母希望孩子成才，这是美好
的愿望，但也应理性看待孩子的天
资，尊重孩子的天性和自然成长，
采取因材施教的方式，去培养自己
的孩子。这位博士“虎爸”让一年级
和幼儿园的孩子学文言文、高等数
学，明显超出该年龄阶段孩子的理
解能力，违背了成长规律，这并非
常规教育，乃是将孩子当成天才来
教育。

《家庭教育促进法》明确，家庭
教育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
律和个体差异，贯彻科学的家庭教
育理念和方法。在学习能力方面，
并非每个人都一样，应承认有个体
差异。博士“虎爸”对孩子的期望值
过高，采取了不适当的拔苗助长式
教育，而且，其教育方法过于简单
粗暴，经常使用侮辱性字眼进行谩
骂，有时甚至出现殴打行为。

显然，博士“虎爸”的拔苗助长
式教育并不可取，对孩子无益，反
而会因超纲、超难教育，而挫伤孩
子的学习热情，造成精神伤害，失
去学习自信心，影响到智力发育和
学习能力的提升。家长们应以此为
戒，不要盲目相信“赢在起跑线”，
一味追求大干快上，妄想速成培养
出来天才，须知家庭教育急不得，
孩子的生理、心理、智力等发育都
需要时间，催熟的结果往往会酿出
悲剧。

而且，对于孩子未来人生成功
与否，也不应再采取单一的评价标
准，认为只要找个好工作、赚到大
钱才是成功，这种评价模式过于物
质化、庸俗化，容易误导孩子走向
单一发展路径。事实上，孩子的未
来之路充满不确定性，有无限可能
的发展机会，家长应该在充分尊重
孩子的自主意愿前提下，为其创造
更多条件，让孩子学习自己擅长的
东西，选择感兴趣的领域发展，激
发个人的创新创造能力，在自己的

“地盘”作出一番成就，这才是真正
的因材施教。 江德斌

近日，一则“小学组织学生劳
动，刮1块砖赚5分钱”的消息引发
热议。12月11日，河南省焦作市武
陟县三阳乡付村小学利用双休日，
号召学生自愿参加刮砖活动，一块
砖5分钱报酬。一名五年级小学
生刮220块砖赚11块钱，直喊腰
疼，表示以后钱要省着花。

（12月14日 正观新闻）

该小学校长吴应华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学校西面的墙
近期被拆除，一方面想将旧砖利
用起来，另一方面想借此机会，
通过劳动让学生体会到挣钱不
容易，于是才有了这次学校组织
的刮砖劳动。而“刮砖”就是把拆
下来还能用的旧砖上面多余的
水泥刮掉，还原成一块能继续使
用的砖。

学校拆墙，要“变废为宝”，
号召自愿刮砖，且还给报酬。笔
者真想为此点一万个赞。一方
面，此举在丰富学生周末生活的

同时，还让学生接受了劳动锻
炼；另一方面，学生有钱可赚，并
通过劳动体会到赚钱的不容易，
可谓一举多得。

原以为，这样的做法会得到
全网好评，没想到，此举反而引
发了广泛争议。一些网友表示支
持，并针对活动内容、安全事项、
劳动强度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也
有不少网友对此提出质疑，希望
不要让校园劳动变了味。

不否认，小学生刮砖，干的
是成人的活计，也需用到刮刀之
类的工具，对他们来说，活动内
容与年龄、身份确实不相符，甚
至可以说有些“超纲”，劳动强度
也的确大了些。于学校而言，本
身就是一种考验，更是一种挑
战，需要周密安排。事实上，学校
方面已经考虑到了安全问题，不
仅要求学生戴上手套，而且老师
和家长都要给孩子做示范。如果
过多去考虑安全因素，很多工作
就没办法开展。

问题是 ，竟然还有网友质
疑，认为“刮砖给报酬”此举让校
园劳动变了味。

表面看，这样的观点没什么
毛病，甚至觉得很高大上；实质
上，则陷入了完美主义泥潭，认
为唯有不计报酬的劳动教育才
有价值和意义，未免有些狭隘。

养成尊重劳动、热爱劳动、
崇尚劳动的习惯，确实不能动辄
就拿报酬来激励学生，但也不能
缺乏体会劳动挣钱不容易的机
会。况且，人一生终究要通过劳
动获得报酬，养家糊口，发家致
富。除意外发财，谁也没法口口
声声热爱劳动，却从不需要劳动
报酬，就可以过日子。

说到底，劳动教育没有固定
模式可言，“双减”落地之后，更应
丰富多彩，培养孩子的劳动价值
观念。不应总是停留在传统意义
层面的下田种地方面，也应现实
点，带点人间烟火，允许多种形式
并存，效果才会更好。 李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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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劳动教育理解偏了

“虎爸”
拔苗助长式教育
不可取

教育部等九部门16日发布
《“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
升行动计划》。《行动计划》要求，
各地要加大消除普通高中大班
额专项规划实施力度，全面消除
56人及以上大班额。

（12月16日中新网）

前段时间，北大博士肖清和
的博士论文后记刷屏朋友圈，他
的奋斗历程让无数人感动和落
泪。而且，当年有不少农村孩子
像肖清和一样，从放牛娃到北大
博士。肖清和是1999年参加安徽
省高考，当年安徽省高考文科状
元也是一位毕业于农村中学的

“放牛娃”。可以说，过去一个又
一个“肖清和”从放牛娃到北大
博士，不只是个人的励志故事，
背后还有“县中辉煌”。

但是，近年来，在不少省份，
“县中衰落”“县中坍塌”已经成
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些“超级

中学”的挤压下，优质生源、优秀
教师大量流失，教育教学质量严
重下滑。

一方面，“超级中学”普遍采
取掐尖方式跨区域招生，抢走县
域优秀生源，尤其是一些“不差
钱”的“超级中学”以高额奖学金
方式掐尖优秀生源。另一方面，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教师
收入区域差距越来越悬殊，经济
欠发达地区“县中”不但拿不出
优越条件招聘优秀的师范毕业
生、大学毕业生，相反本校、本地
花费十多年、几十年心血培养起
来的优秀教师、优秀校长被经济
发达地区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
万元的高薪挖走。

更严重的是，“县中衰落”
“县中坍塌”在加剧，逐渐形成恶
性循环。“县中”高考成绩越差，
优秀师资、优秀生源流失越严
重，反过来越招不到、留不住“好
老师”，越缺“好老师”，也就越招

不到、留不住“好学生”，高考成
绩随之越来越差。

教育是社会公平的基石 ，
“县中”是城乡教育的纽带，是教
育公平的根基，寄托着乡村老百
姓对教育改变命运的期望。这意
味着“县中”教育教学质量的高
低，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公平政
策的实施，事关社会公平和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不能任由“县中
衰落”“县中塌陷”继续下去。在
这种形势下，实施“县中”提升行
动计划，对“县中”强筋壮骨，进
行标本兼治，可谓正当时，是“县
中”教育必要的补课。

当然，“县中”提升行动要通
盘考虑，要有一盘棋思维，不能
仅限于“县中”，还要配套小学、
初中提升行动计划。优秀的“县
中”，需要优秀的小学、初中支
撑，衰落的小学、初中撑不起辉
煌的“县中”。

何勇

“县中衰落”在加剧，提升行动正当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