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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学生来信

今日金评热点追评

2022年，安徽阜阳某乡
村小学教师丁玉玲的“乡村
教师日记”视频账号收获了
百万粉丝。没有精致的剪辑
与设计，没有特定的脚本，
一群小学生争论哪个奥特
曼更帅气，暑期面对老师突
然家访手足无措，甚至在办
公 室 里 和 老 师“ 斗 智 斗
勇”……观众不仅在弹幕里
津津有味地解读“剧情”，更
是对常出镜的学生像朋友
般打趣，上百万人集体怀念
被老师“教训”的日子。

（据《光明日报》）

教师成为流量博主并
非个案，近年来，诸多短视
频平台上都涌现出大量乡
村教师博主。

展示学生的活动日常，
呈现师生间的“相爱相杀”，
让社会感受乡村教师的甘
苦，教师成为人气博主并非
坏事。尤其在疫情背景下，
家长一般不能进校，教师的
公开视频也是他们了解学
校动态，孩子在校精神面貌
的一个很好窗口。然而，笔
者以为，乡村教师开博也不
宜盲目跟风，不能任性发布
内容，相比其余人，教师开
博有更多原则与底线。

其 一 ，要 守 住 法 律 红
线。教师博主与所有人一
样，公开发布消息要遵守法
律法规，要从事实出发，切
莫为了人气听风就是雨，

“语不惊人死不休”，成为传
谣制谣者，那样，一言不合
就可能惹火上身。

其 二 ，要 尊 重 学 生 隐
私，要守住行业操守。视频

是公开发布的，这意味着外
界都可能看到学生。所以，
教师发布之前要征求家长、
学生意见，经过他们同意之
后再发布，尤其涉及到个别
学生负能量的事情，最好能
做到少发、不发。教师的本
职工作是教书育人，教师拍
摄视频、发布信息，都要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确
保学生安全的基础上进行，
而不能本末倒置，占据大量
的工作时间，手机不离身。

其三，教师开设账号，
发布教学管理动态，动机应
纯粹。互联网时代，人气就
是商机，所以，一些博主红
了之后就开启带货之路，这
于他人来说是平常事，但对
于教师来说却是“非常事”、

“出格事”。教师与外界公开
互动的出发点应该也是为
了孩子，给平常的校园生活
留下快乐花絮，激发孩子兴
趣，开拓家校沟通新途径，
引发同行交流，这个过程中
也让自己的压力得到释放
与缓解。商家是精明的，总
能从流量中看到利益，乡村
教师若成流量“明星”，到时
候也可能会有商家上门求
合作，教师应该抵制利益诱
惑，远离带货，要力避打着
公益护农、公益助学等旗号
为自己牟利。

自媒体时代，我们希望
镜头中呈现出乡村教师时
尚、活跃的一面，拥有时代
的一些特征，但乡村教师质
朴、踏实的本真不能丢，“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操守
不能丢！

冯海燕

乡村教师“新作为”，需要守住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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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自己
还有很多要背的内容也不清楚有
没有掌握。好焦虑啊，心里很没
底，就怕考砸！”“想着毕业要与同
学和老师们分别，心中莫名伤感，
有些舍不得。”中高考临近，同学
们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焦虑，于
是求助于“心灵树洞”。

（本报今日A10版）

说到考前焦虑，绝大部分人
都有，不同的只是焦虑多与少而
已。其实，适度的情绪焦虑有助于
考生的专注度，能发挥出最好的
考试水平。但有些同学的焦虑，甚
至重到已经影响到身体机能，这
不但会影响考试发挥，还有损健
康，须引起高度警惕。

孩子考前焦虑，除了自身原
因外，家长难辞其咎。查看过往案
例，有成绩一直名列班级前茅的
孩子，中考临近，其父母仍然秉持

一贯“公事公办”的家教模式，只
关心她的学习成绩，很少提供情
感支持，创造条件为孩子减压。这
样，孩子承受的中考压力自己无
法排解，又没法向父母倾诉，更得
不到相应的情感支持，最终，考前
焦虑像洪水一样，只能从身体上
找到出口，表现为荨麻疹。还有孩
子本来是班级里的“学霸”，考取
重点高中本来乃小菜一碟，但临
考前成绩下滑得厉害，最终发现
病根在他妈妈身上。其母曾是一
家大单位的领导，为了孩子的学
业，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全身心
陪读。一直以来，母亲对孩子的要
求都非常高。一次考试失利后，母
亲瘫软在沙发上，很长一段时间
里都表现得郁郁寡欢，时常唉声
叹气。

这两位考生的家长，犯了绝
大部分家长都在犯的错误，即大
考在即，不但不想方设法为孩子

减压，而是千方百计给孩子加压，
无论这种施压的方式表现在言谈
上，还是行动和神态表情上，结果
都是在加大孩子的压力，增加孩
子的考前焦虑。虽然家长的出发
点都是希望孩子考取一个好学
校，但其实际产生的效果往往事
与愿违，好心办坏事。

大考在即，怎样才能做一个
好家长？最重要的一点是，家长要
自我减压，要保持一颗平常心看
待孩子的考试成绩。其次，是尽量
不去过问孩子最近的考试成绩。
再次是考前关心要适度，不要太
过，太过会加重孩子压力。最后是
学会做甩手掌柜，不要对孩子的
学习计划、作息时间指手画脚，干
涉太多，家长只需要做好后勤服
务就行。总之，大考前，家长要对
孩子实行无为而治，管得越少越
能减轻孩子的压力，越说明你是
个称职的家长。 陌上青

大考在即 怎样做一个好家长

学习捷径不可走
近日，黑心的考研“保过班”被推上

风口浪尖，部分教育机构打着有“内部
的关系和资源”“保证通过考研复试”

“不过就退费”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收取
着万元至10万元不等的高额学费。

作为在校学生，我想到了在网络上
无孔不入的培训广告，“零基础入门，小
白三天能学会”“业余时间学个插画，可
以养活自己”……不少同学都曾经为之
心动。

各种零基础速成班迅速蹿红，但靠
谱程度究竟如何？在立身客观中一探

“速成、保过班”的究竟，你能很清晰地
看见人们试图走学习捷径的样貌—那
样急迫和狼狈。

如果说培训机构是“姜太公钓鱼”，
那你就是“愿者上钩”。“零基础开班，保
证通过考试，不通过退款”，无论你是专
升本、考公、考研，或者是考会计、法律
等各类证书，只要与考试挂钩，培训机
构总是能变着法子“贴心”。“名者，实之
宾也”，保过班意味着“保证通过考试”，
这一噱头无疑给众多考生吃了一颗“定
心丸”，商家们就这样轻松拿捏住了那
群想不劳而获花钱买文凭、买成果的学
生的心态，一举实现了“双重满足”。大
众需求带动了速成、保过班的生产，进
而演变成了当今这副盛况。可是，自己
不付出努力，即使再昂贵的培训费又能
保证什么呢，学习只能靠自己一步一个
脚印去获得成果。

只追求速度，不是高效率。在这个
快时代的引导下，大家无可避免地讲求
快节奏，高效率。三天之内完成老师布
置的作业，三个月通过某一场考试……
高效率完成的初心或是好的，但万万不
可上升为“省力气，走捷径”。如果将人
生的日历拉长，你会发现，现在走的捷
径，有一天终究会以“代价”的名义，重
新回归己身。这样的例子，在历史长河
中比比皆是。

有时候，当你不走捷径时，反而会
发现你比那些“聪明人”走得更远、更
稳。曾国藩虽算不上天资聪慧，但是他
明白“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他在学习上不投机，不走捷径，走的是
正道。他读书时，如果没有读懂前一句，
就坚决不读下一句；遇问题时，不解决
就坚决不睡觉；背书时，如果一遍记不
住，就多背几遍，绝不轻易放弃。虽然记
性不好、悟性不高，但也凭借着一个一
个脚印走到了秀才、举人、进士，甚至更
远。

“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熬
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
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曾国藩在家书
中如是说。学习的过程就是在筑建一座
属于你自己的知识堡垒，首先要打牢地
基，堡垒才能更高大、更稳固；如果着急
地直接往上砌砖，忽略了地基，那么堡
垒总有一天要倒塌的。所以，多给自己
些时间，慢下来，沉下心，让灵魂跟上我
们的脚步，让学习真的成为学习。

杨思琦（浙江万里学院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