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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出分
到底该不该问别人的分数

▲▲▲▲▲

“武庆，徐老师希望日后你能
克服惰性，对自己的未来多上心，
勤奋会是你一生的财富。”“王心
如，拥有好习惯的你不是不会发
光，只是你这颗小行星还未被太
阳照到。继续努力吧！”……近日，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贵玉小学
604班班主任徐晓红给班里的每
一名学生手写一封“告别信”，还
将每张信纸折成小屋的样子，爱
意满满。

（6月21日《现代金报》）

42 封书信，42 份最长情的离
别，信中满满回忆，浓浓的情谊
让许多孩子泪光闪烁。被感动的
不止是孩子，还有家长，还有我
们这些早就步入社会的成年人。

手写“毕业寄语”何以让人感
动？孩子的泪光闪耀已说明了一
切。在手写“毕业寄语”的背后，
我们分明看到的是为人师表的
一种传统美的模样。有些“教师
传统”是需要保留下来的。

手写“毕业寄语”是真情流
淌。教师爱着自己的学生，学生爱
着自己的老师。老师和学生之间
就是父子之情，就是父女之情。如
果没有这种无距离的爱，如果没
有这种真诚的情，这个时代谁还
会给学生亲笔写上一封封信？话
儿不多却句句祝福，字儿不多却
满是期待。一个真情在心中流淌
着的教师，是师魂师德的最高境
界。

手写“毕业寄语”是纸短情
长。写给每一个孩子的“毕业寄
语”都是不一样的，写给每一个
孩子的“期望祝福”也都是不一
样的。说明教师对孩子们的个性
和特点是十分了解的。纸短情长
中，书写的是为人师表的美好。
把“ 别 人 的 孩 子 当 成 自 己 的 孩
子”，应该成为教师职业的一种
神圣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只需要

“踮踮脚尖”就能够得到。
手写“毕业寄语”是文化传

承。随着电脑时代的到来，如今人
们已经很少写字。虽然孩子们上
课还在使用铅笔、签字笔、钢笔，
但是已经很难出现“字如其人”的
美好了。“字如其人”不该成为记
忆中的美丽传说。老师手写“毕业
寄语”其实还传递的是文化之美、
汉字之美，让孩子感受到的是汉
字汉语的美好寓意，能够潜移默
化引导孩子去做“字如其人”的
人。

学期评语也罢，毕业寄语也
罢，如今很多都是“印刷体”“电脑
体”，有些老师已习惯了“复制黏
贴”，这个学期的与那个学期的，
内容都差不多。虽然字体的种类
繁多，却少有手书的温情。所以，

“教师手写毕业寄语”，是现代教
育该留住的模样！

郭元鹏

在职教师队伍中，女性占绝大多
数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育部统
计数据显示，2020 年小学、初中和高
中 的 男 教 师 比 例 分 别 是 28.83% 、
41.19%、44.37%，比 2015 年分别下降
了7.44个、5.3个、4.29个百分点，男教
师在逐步减少，女教师的占比却越来
越高。

教师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尤其
是女教师占比过多的现实，不利于学
校正常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合作关系
构建。同时，在中小学和幼儿园，女教
师占比过分集中，也不利于学生性格
塑造和性别意识培养，不利于学生的
身心全面发展。

虽然现实中，求解教师男女性别
“比例失衡”的迫切程度前所未有。但
关键是，难题的求解必须对症下药，
科学施治，才能取得预期成效。经过
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导致教师队伍中
男性稀缺的根本原因，一方面是职业
吸引力遭遇了“性别拒绝”。在不少人
看来，高校和高中教师还勉强说得过
去，而让一个男孩子去初中小学当

“孩子王”，在社会认可度、收入评价
值、角色影响力等方面似有些尴尬。
另一方面则是源于来源渠道中就存
在的先天“男性稀缺症”，目前作为教
师主要培养来源的师范类院校教育

专业中，男女
生 比 例 同 样 是

“阴盛阳衰”，如果加
上毕业后就业第二选择，恐怕坚持从
教的男性比例更是不容乐观。

从操作层面而言，在招聘环节实
施“按性别设岗”，似乎确实可以有效
缓解教师男女“比例失衡”问题，但这
既不符合招聘用人不得出现性别歧
视的政策底线。结合教师男女“比例
失衡”存在原因分析，要想科学求解
男女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关键是要
抓问题根源，就是岗位社会吸引力问
题和来源对象性别的“比例失衡”问
题。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结合教育
高质量发展、教师职业的重大历史意
义和现实价值的宣传，围绕提高教师
社会地位、收入待遇、成长通道等，增
加教师岗位的职业认同感、社会认可
度、个人吸引力。

另一方面，师范院校以及其他非
师范院校的师范类专业招生要从教
师队伍建设大局出发，科学设定招生
比例，或者采取定向培养、委托培养
等方式进行性别比例调整。如此这
般，才是解决教师队伍性别“比例失
衡”的根本和关键。

许朝军（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禹州
市教育体育局）

中高考马上要出分了。
每年，我们总会有亲戚、朋友或

同事的孩子参加这两场大考。所以，
出分后要不要打听孩子的分数，这
是一个问题。

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儿
于考上了大学，虽然是一个普通的
大学，但是全家人依然感到很快乐
很幸福。父母送儿子去上学，在车
站碰到了一个熟人，也是送孩子上
学。熟人问：“你儿子考上了什么大
学？”说出校名后，遭到了熟人的鄙
视，说那个大学上了也白上，毕业
后根本找不到工作。然后熟人又炫
耀自己的孩子，考上的是名牌大
学，毕业了用人单位会抢着要。一
家人的幸福和甜蜜，被熟人搞得荡
然无存。

于是，有人根据这个故事得出
结论说，“不要打扰他人的幸福，幸
福也是一个人的隐私。”所以，在高
考出分后，让人家自己偷偷地幸福
就好，大家都别问。

作为过来人，对这样的观点实
在难以苟同。

记得儿子那年高考查分是在零
点之后，我们刚刚查到分数，就有电
话打了进来。

是我的一位同学，他的孩子也
参加高考，但成绩要比我们孩子差
一些。

我们互相问了对方孩子的分
数，又聊了聊填报志愿的一些看法，
谁都没有炫耀，谁也不可能炫耀。

在我们通话的时候，不断有电
话打进来，都是关系最近的亲戚和
朋友。在单位里，同事们见面也都会
问同样的问题，就是孩子考得怎样。

说实话，那一天过得又忙又累，
但我丝毫不觉得那是被人打扰，而
是感觉到了一种被人关心的幸福。

你可能说，你家孩子成绩好，所
以觉不出什么。

不是这样的。
不管孩子成绩好与坏，第一时

间有电话打进来询问，绝大多数都

是亲情和友情的象征。很少有人专
门为了恶心你，等到大半夜不睡觉，
给你打个电话让你添堵。

每个人都很忙，能够记得你的
孩子今年高考，能够打个电话或见
面时询问一句，那说明对方的心里
有你。将心比心，每年高考出分后我
也会打很多个电话，向很多人询问，
我只是想向对方表达我的关心和亲
近。

当然，人一上百，形形色色。确
实可能有人在打听别人分数的时
候，抱有炫耀甚至鄙夷等不友善的
用心。但这样的人，绝对是极少数。

我们只要是出于真正的关心，
完全可以坦坦荡荡地去问别人的分
数。是好话还是坏话，是善意还是恶
意，谁都听得出来。只要你是真心
的，别人就不可能误会，只会增进你
们之间的感情。

如果亲戚朋友的孩子考学你还
不闻不问，那才不合适。

明珠絮语

男女教师“比例失衡”
如何求解？

近期，有陕西西安网友通过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建议，在教师招聘中考虑教师队伍性别比
例失衡问题，加大对男教师的招聘力度。西安市
教育局答复称，教师公开招聘计划是由用人单位
根据编制空缺情况和岗位需求进行申报，一般不
限定性别要求。 （6月22日澎湃新闻)

手写毕业寄语
把好的“教师传统”
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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