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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不吐不快

一支洞洞铅笔售价近20元，一
支米菲宝珠笔（水性圆珠笔）售价50
元……新学期即将开始，不少家长
在给孩子置办文具时纷纷感慨：躲
过“雪糕刺客”，却没躲过“文具刺
客”！记者走访文具市场发现，一批
样式新颖、功能繁多的“高价文具”
动辄大几十甚至数百元，在俘获学
生粉丝的同时也成了收割家长钱包
的“利器”。

（8月28日《扬子晚报》）

即将进入9月，全国大中小学校
迎来了自己的开学季。但是很多家
长在给孩子置办各种文具时，却被
一些文具价格吓了一跳，而且还时
不时会遭遇“文具刺客”，也就是在
选购文具时以为价格不会很贵，但
是结账的时候，高昂的价格远远超
过了自己的心理预期。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方
面，很多文具厂商为了吸引孩子购
买，纷纷采取和知名动漫IP联名的方
式，导致其价格远远高于同类型的普
通文具。比如航海王黑金系列中性笔
售价为 55 元，而一支普通中性笔不
到它的零头，但两者的功能、质量其
实相差无几。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售
卖文具的商家耍小聪明，故意不设置
文具的价格标签，或者是价格标签设
置十分混乱，结果等消费者结账时，
才发现原来是“天价文具”。

其实，市场上各种各样的高价
文具，不仅仅是让家长的钱包“很
受伤”，而且还会带来其他各方面
的负面和消极影响。一些文具设计
复杂，模糊了文具和玩具的界限，
导致孩子在上课、写作业过程中注
意力不集中，影响学习；文具变得
花里胡哨，价格昂贵，容易造成孩
子的攀比心理，不利于他们正确价
值观的树立等。

所以，站在家长角度，既要防止
遭遇“文具刺客”，让自己的钱包受
损，同时更要避免那些花里胡哨的
文具给孩子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新学期给孩子添置一些文具无可厚
非，但是也一定要遵循合理必要的
原则。一般来说，家长在帮助孩子选
购文具时，可以按照“使用安全”“材
质环保”“经济适用”的原则来进行。
同样的道理，学校和老师，也可以按

照这样的原则，提前对学生和家长
购买文具给予必要的引导和教育。

为了避免遭遇“文具刺客”，市
场监管部门也要按照国家相关的法
律法规，加强对商家的监督力度，保
证其商品与价格标签标注清楚、有
序，对一些商家故意对文具不标价
格标签，或者是标签与商品对不上
号的行为依法给予严肃查处。

苑广阔

接纳孩子接纳孩子““被摔打被摔打””
家长莫要家长莫要““护犊子护犊子””

近日，发生在上海一家电影院的纠纷引
发关注。一名网友发文称，她在电影院观影
期间，后排座位的男孩持续踢其椅子20分
钟，制止几次无果后，孩子父亲猛踹其椅背
致其头晕。随后，该女子报警，经调查，警方
对这名父亲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

（8月26日澎湃新闻）

孩子因生理特点和发展规律，在认知
世界的过程中常会有独特的表现方式和
阶段性的“逆反期”。利用这些机会，促进孩
子自我改进、自我成长，家长可直接干预，
也可让孩子在接受社会“摔打”后再引导。
从教育效果来说，前者可能因习以为常，让
孩子心生厌烦、听不进去，后者则可能让孩
子身心痛苦、幡然醒悟，都不可或缺。

然而现实中，面对孩子的放飞和任
性，有的家长却见不得孩子“被摔打”。他
们有的用“年龄还小”为孩子犯“熊”理直
气壮找借口，有的用“我也管不了他”故意
显难不作为，还有的“口灿莲花”、大展拳
脚为孩子拒绝道歉“撑腰”……错失了育
人良机。家长要看到，孩子有错误，有人指
出、“刁难”，是孩子之幸、家庭之幸。如果
没有人代说代管，还夸孩子做得好，那可
就真正害苦孩子了。

历史上有个“韩信惯娃”的传说，也能
说明这个道理。楚汉战争时，项羽发现手
下韩信转奔刘邦，就带人追赶。韩信路过
一棵大树坐下来休息，忽遇天降腥雨，抬
头一看，原来是树上有个小男孩正一边冲
他撒尿一边不怀好意地笑。韩信不但没
怒，反而给了小孩几枚铜钱：“一会儿后面
还有人来，那人官比我大，钱比我多，你再
尿他，他会给你更多的钱。”不久，项羽赶
到树下，小孩儿如法炮制，项羽便将这孩
子一刀砍成两段。

纵容不良行为，是惯人也是杀人。家
长见不得孩子受委屈、“被摔打”，为孩子

“撑腰”，就是扮演了“韩信”这个角色，不
仅不能达到想要的“爱”的效果，还可能给
孩子形成不良暗示，让孩子自我膨胀，把

“自我中心”意识越放越大，愈来愈“熊”。
道理或许都懂，落实确有难度。面对

一些顽劣行为，家长要首先给被打扰的人
道歉，然后批评孩子，制止孩子行为。如果
实在“管不住”，也要摆正心态，带着最诚
挚的歉意争取他人的谅解。唯有用自己的

“卑微”触动孩子的灵魂，才能让孩子懂得
家长愿意给他很多，但也不能包打天下、
护他一切的道理，帮助孩子养成遵守社会
公序、维护公共卫生、爱护公共设施、发生
错误及时道歉等良好习惯。

不仅是面对社会教育，配合学校教育
也应如此。笔者是个小学教师，常听到同
行们述说烦恼，“现在的家长太喜欢给老
师提建议了”。这话听起来似乎是好事，但
仔细想想，个中还蕴含了家长的多少护
短、教师的多少无奈，让孩子失去了多少
接受教育、积极改过的机会。爱孩子，就要
为孩子计深远，孩子犯错误，家长就要接
纳孩子受委屈，让孩子在经历“摔打”中醒
悟、成长。 张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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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教育评价改革在浙江大地“落地生根”
近日，《浙江省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
方案》）发布，内容涉及学校评价、教
师评价、学生评价及用人评价等多元
评价，受到各界高度关注。

（本报今日A03版）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
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
样的办学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教
学实践。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围绕党委和政府、
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类主体，
明确了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的
任务书和路线图。之后，各省区纷
纷结合各自实际，制定了相应的实
施方案，予以贯彻落实。

教育评价改革是整个教育改革
的龙头之战、关键之战、攻坚之战。

《实施方案》开宗明义地提出要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克服“五唯”
顽瘴痼疾，全面形成体现中央要
求、富有时代特征、彰显浙江特色
的高质量教育评价体系。

不过，涉及方方面面的教育评
价改革，一直是教育改革中的硬骨
头，真正落地殊为不易，需要各方
群策群力。谁来领导和如何实施，
则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两个问题。

首先，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党和
政府要统领全局，充分发挥“指挥
棒”作用。为此，在《实施方案》中，

“实施党委和政府教育工作评价改
革工程”被列为重点任务的头条，
充分凸显了党委和政府作为教育评
价第一主体的关键作用。

近年来，教育内卷之所以愈演
愈烈，与某些地方政府对升学率的
过度追求密不可分。要想构建良好
教育生态，各级党委和政府树立正
确政绩观实乃重中之重。“不得下
达升学指标或以中高考升学率考核
下一级党委政府、教育部门、学校和
教师，不得将升学率与学校工程项
目、经费分配、评优评先等挂钩，不得
通过任何形式以中高考成绩为标准
奖励教师和学生，严禁公布、宣传、炒
作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这些规定可谓切中肯綮，抓到了点
子上。不仅如此，对教育生态问题
突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依规
依纪依法问责追责，更体现了其严
肃性。

其次，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思维
方式亟待一场变革。不唯分数和成
绩是共识，但该用什么样的可操作
可行的其他评价标准来取代，则是
一个绕不过去的现实问题。

以成绩、升学率为标准，确实刻

板、片面，但是相对比较公平，而且
有可比性，在现行社会大环境之
下，也有相当大的合理性。克服“唯
升学”“唯分数”，那就要引入其他
的标准，这就需要用创新的思维方
式去攻坚克难。为此，中央提出要
改进结果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
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
客观性。

此外，基于教育评价改革以破
“五唯”为导向，在“五育”并举、融
合发展的教育改革实践中，专家提
出应秉持开放思维，淡化“应试性”
评价，增加“激励性”评价；慎用“终
结性”评价，多用“发展性”评价；少
用“单一性”评价，多用“多元性”评
价。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的方
向，抓好了教育评价改革也就抓住
了整个教育改革的“牛鼻子”。评价
机制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
一朝一夕之功。我们必须切实转变
教育理念，加快推进深化教育评价
改革，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的评价
机制，为教育高质量发展构建良好
的教育生态，推动《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在浙江大地

“落地生根”。
胡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