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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
具，如书信往来、语言交流，如果
能够掌握更多丰富的词汇并能灵
活运用，就能更好表情达意，有利
于与他人的交际，但随着时代的
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
表情达意，比如社交软件上的一
个表情包就能代替自己表达自己
的态度或想法，语言的丰富性被
流行的网络语言所“侵蚀”，让人
变得“千人一面”。而五光十色的
现代生活太吸引人，如给人带来
直接的感官愉悦与刺激的影视作
品、电子游戏、短视频等娱乐活
动，以电视、网络等为载体，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受众，而一些有学
习动力与兴趣的人，也陷入碎片
化阅读之中。而像促人思考的书
籍、报刊对于很多人来说，则显得
太枯燥乏味，越来越吸引不了沉
陷于抖音、快手的人们，语言越来
越贫乏也就成了必然结果。

“精神愈用而愈出，智慧愈苦
而愈明”，反之，愈不用则会越来
越“少”。人们在动脑上越来越懒，
这也是患上“文字失语症”的重要
原因。所以，“文字失语症”是一种

“现代病”。
古人早就说过：“三日不读书,

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语言

越来越贫乏正是“语言无味”，所
以不读书也是“文字失语症”的重
要原因。

当然，“文字失语症”的成
因较为复杂，要根治语言
越来越贫乏问题，注定会
很困难，也难以在短时间
内做到，需要全社会都重
视起来。比如还要重视语
文教育，加大语文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的权重，
从而在社会上起到良好
的导向作用。另外，家庭、
学校都要重视孩子的语言
表达能力，如要给孩子多创
造一些机会锻炼自己的语
文表达能力等。

语言表达能力是人与
人交流的一项重要能力，

“文字失语症”甚至可能
带来语言表达能力的

“功能丧失”，同时也拉
低了整个社会的文化
水准。不能让“文字失
语症”影响了我们的语
言表达能力，要形成全
社会合力“抱团”对抗

“文字失语症”。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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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在即，宁波市教育局对
防疫工作再发通知，对全市教育
系统做好开学疫情防控工作提出
指导意见。通知要求，坚决贯彻疫
情防控方针政策。要毫不动摇坚
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常态
化科学精准防控和应急处置相结
合，因时因势调整优化防控措施，
做到精准化、人性化，最大限度减
少疫情对教育教学影响，确保师
生健康和校园安全。

（本报今日A04版）

自疫情发生以来，各地教育部
门都会在开学前下发疫情防控通
知，通知精神和要求一以贯之，大
同小异，因而会让基层学校产生错
觉，认为教育局又在老调重弹，不
自觉产生麻痹思想，对新下发的通

知不加细读，想当然地认为只需按
照老办法去做就是了。

存在这种防控麻痹思想的人
不在少数，其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
导致“防疫疲态”。产生这种麻痹心
理的也可说是人之常情，一波波的
疫情来袭，一轮轮的防控措施，难
免让人产生“防疫疲态”。何况，病
毒经过几轮变异后，毒性开始下
降，因新冠致死的案例极少出现，
这样，也会让人产生轻敌思想，以
为新冠就是那么回事，没什么大不
了的，疫情也快结束了。

这种麻痹轻敌心理要不得。且
不说当下疫情在全国呈多点散发
态势，“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
仍然很大，就以病毒本身来论，虽然
经过不断变异，毒性有所下降，但传
染性更强了，因此因时因势调整优
化防控措施，做到精准化、人性化，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教育教学影
响，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就目前情势看，各大专院校、
职业学校和中小学校、幼儿园，务
必要把市教育局刚刚下发的通知
精神学深学透，再对照本校实际，
将原先的“一校一策”进行细化、
充实和完善，对师生返校前、返校
中和返校后 3 个时间段做详细规
划，确保秋季开学疫情防控措施
部署到位、应急预案到位、责任明
确到位、人员组织到位、设施完善
到位、物资储备到位、制度落实到
位、风险排查到位。

有道是，针尖大的窟窿能漏
过斗大的风。做好开学防疫工作，
容不得任何疏忽和马虎。我们一
定要克服“防疫疲态”，抓细抓实
开学防控措施，确保师生健康和
校园安全。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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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已出台一年有余，今年
暑假，笔者看到了一些可喜变化，很多中
小学生不再奔波于学科补习之间，将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个人兴趣与素质
培养中。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双
减”是一项牵涉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囿
于种种因素限制，贯彻落实过程中遭遇
巨大阻力，需要从进一步转变家长观念
和推进教育评价机制改革等方面入手。
作为最重要的教学资源，教师更应该充
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为“双减”的落地贡
献出自己的力量。

首先，教师要切实领悟“立德树人”
的教育宗旨，进一步转变观念。“双减”出
台之前，很多教师都对日益内卷的教育
颇有微词，认为应该好好给学生减负。但

“双减”出台之后，真正能转变观念的，并
不多见。

之所以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主要
有两大原因：一是惯性的牵制，习惯了

“卷”，一时之间很难遽然改变；二则来自
家长的压力，一些家长一看到学校和老师
有所“放松”，便会立马跳出来反对甚至投
诉，令很多老师投鼠忌器，畏首畏尾。

不过，两种情况虽然表现形式不一
样，但归根结底都在于教师对教育的领
悟不够。如果真的深刻理解“立德树人”
的教育宗旨，即便国家没有推行“双减”，
自己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助力学生身心健
康成长。有了“双减”政策，更应该如鱼得
水，岂会观望彷徨？同样道理，只要把遵
循教育规律放在首要位置，内心深处就
会滋生出教育定力，何愁不能面对家长
的“施压”？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只有教师的观
念转变了，才能进一步改变课堂，并向学
生和家长传递积极信息。

其次，教师要立足主阵地，向课堂要
质量。

众所周知，“双减”不只是单纯的
“减”，也需要配套的“增”，这样才能通过
“增”与“减”的平衡实现给学生减负的目
标。提质增效，“增”起来当然不是加班加
点，而是要苦练内功，力争在同样或更少
的时间里达到更好的效果。

通常情况下，教学活动是由课堂教
学和课后作业两部分组成的，两者相辅
相成，缺一不可。课堂教学永无止境，当
然应该精益求精，课后作业也不能搞“大
水漫灌”。正是基于对课后作业乱象的深
刻认识，“双减”政策出台之后，浙江、广东
等地还针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进行分
层布置，通过作业的“因材施教”，让学生
在适合自己的作业中获得成功的体验。类
似的探索尝试，值得广大教师学习推广。

行百里者半九十。“双减”固然有了
一个良好开端，但也要看到还需进一步
完善落实各项配套措施，才能久久为功。
教师是教育的第一资源，教育的发展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理解和执行，答
好“双减”这道考题，教师责无旁贷。

胡欣红（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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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好答好““双减双减””这道题这道题
教师责无旁贷教师责无旁贷

最近在网络上，“前排失语症”这个说法成了网络热

词——即用来解释一个人面对海量信息，想表达某种强

烈的观点或感受时，却无法将其诉诸文字，以至于“失

语”的情况。而在“前排失语症”之前，出现得更多的是

“文字失语症”这一说法。互联网时代网络梗频出，人们在

“绝了”“绝绝子”等新型词汇迭出且被泛滥运用的同时，也

不自觉地“丢失”了原本的文字叙述能力。

(8月18日《广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