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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而长 为“能”而进 依“诺”而行

热点追评

不吐不快

漫画 严勇杰

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院士
和“网红”是两个并不搭界的身
份。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处于金字
塔塔尖位置的院士，和准入门槛
并不高的“网红”，二者似乎缺乏
关联。“院士成网红”并非主动自
降身价，而是源于他们对科普的
价值认同；“院士成网红”也不是
来源于角色义务和外部压力，而

是源于院士们主动的责任与担
当。

不论是“每位知识分子都应
该做一些科普工作”，还是“科研
和科普理应‘比翼齐飞’”，抑或

“我在科普中承担的角色就像一
位导游”，院士们承担着多种社会
角色，愿意挤出宝贵的时间来从
事科普工作，是因为科普是一件

有意义的、值得去做的事情，也体
现了他们甘为人梯的育人精神。

在一个互联网无所不“加”的
时代里，“院士成网红”说到底是
一种成功的传播。院士们虽然具
有很强的光环效应和符号效应，
但要成为“网红”还得靠内容取
胜；选择契合年轻人口味的选题，
符合网络收视习惯的视频节奏，
深入浅出、生动风趣的传播方式，
只有走进青少年科普才能赢得青
少年。

“院士成网红”不仅能够传递
正确的科学知识，激发观众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还能够在潜移默
化、润物无声中涵养科学态度和
科学思维，同时让看似晦涩、深奥
的科学知识变得鲜活、灵动、有趣
起来。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
基、安全之要，科技创新既要靠投
入更要靠人才。“院士成网红”非
但不丢人，反而赢得人们的敬意
与赞赏。高质量的科普教育能够
普遍提升青少年的科学素养，能
够点燃“希望之灯”，善莫大焉。当
更多科技创新的种子通过科普教
育种下，科技自立自强才会更有
根基，才会开花结果。

杨朝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7日给
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
回信，希望他们珍惜时光，刻苦学
习，砥砺品格，增长传道授业解惑
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
满意的“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9月8日新华社）

教师是“立教之基、兴教之
源”，如何建强这支队伍，是习近
平总书记在治国理政中一直牵挂
的大事之一。2021 年开始实施的

“优师计划”，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要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加强中西部欠
发达地区教师定向培养和精准培
训”重要指示的措施之一。“优师计
划”师范生是这一措施的主动参与
者，要把握“三个”牢记，明方向、增
能力、守承诺，立志书写教育报国
美好答卷。

牢记“四有”好老师标准，明
成长方向。好老师没有统一的风

格，但有必不可少的共同特质。在
2014 年第 30 个教师节前夕，习近
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考察时
提出了“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

“四有”好老师标准，指明了好老
师的共同特质。“优师计划”师范
生要牢记“四有”好老师标准，真
正把为学、为事、为人统一起来，
让准备讲信仰的自己有信仰、培
道德的自己有道德、播知识的自
己有知识、育学生的自己爱学生。

牢记“传道授业解惑”要求，
增育人能力。知识与能力相关，但
能力更重要。一个合格的教师，不
仅要具备丰富的学识，还要具备
较高水准的教书育人能力。“优师
计划”师范生正处于学习的黄金
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
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
生活方式，珍惜时光，刻苦攻读，
努力学习科学育人规律、现代教
育技术、课堂教学方法和学生班
级管理、兴趣特长培养、家长社会
沟通能力，不断丰富知识理论储
备，不断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

牢记“定向服务”协议，守就

业承诺。“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
兴。”教师有“行为世范”的要求，
自然当做诚实守信的典范。作为
与地方签订了“定向服务”协议的

“优师计划”师范生，毕业后无论
面对什么机遇，都不能有“别样”

“别地”就业考虑，恪守约定，依
“诺”而行，让人格因守“诺”更高
尚，让奋斗因守“诺”更有力。就业
后，则要静下心来，履职尽责，为
乡村教育事业作出自己的应有贡
献，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
力量。

今日大学生，明日“大先生”。
事物的发展都是先从量变开始，
并通过一定程度的量的积累，最
终实现事物性质的变化，实现事
物的飞跃和发展。“优师计划”师
范生要及早树立当“先生”的意
识，帮助自己更好理解“先生”的
内涵之“大”，促使自己时刻保持
学做“大先生”的清醒和自觉，让
自 己 加 快 完 成 一 个 又 一 个“ 量
变”，形成量的积累，实现“质变”
飞跃，成长为“大先生”。

张小军

“院士成网红”
播撒科技创新的种子

最近，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在网络上通过视频、直播等形式
进行“云科普”，成为了科普领域的新“网红”。“生物进化有哪些
秘密？”“海水为何灭不掉海底火山的火？”……在短短五六分钟
的科普视频内，院士们将一个个深奥的科学问题，讲得浅显易
懂、生动有趣。

（9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51个娃
设53个“班干部”？
请别用成人视角
看问题

“饮水机长”“走廊廊长”“桌长”
“窗台台长”“前门管理员”……近日，
四川一位小学班主任为班里 51 名同
学设置了53个班干部岗位一事，引发
了舆论热议。

在很多过来人印象中，能当上班
干部是一桩十分荣耀并且很不容易
的事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班干部，
确实显得有些“另类”了。对于这种

“在管理中成长”的班级管理理念，有
人认为这是在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感，
也有人不以为然。

不出意料，“班主任为 51 个娃设
53 个班干部岗位”一事，在舆论场里
也同样产生了分歧。“老师的这份善
意，会伴随孩子的一生”“老师为了公
平也是煞费苦心了”“这个班主任真
的‘太会了’”……支持点赞之余，也
有人觉得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实际意
义，甚至指责是在培养“官迷”。

其实，只要看一眼班干部名单，
便不难发现事情并非部分网友所想
象的那样。“饮水机长”“走廊廊长”

“ 桌 长 ”“ 窗 台 台 长 ”“ 前 门 管 理
员”……这些就是所谓的“班干部”
吗？通常情况下，班干部应该是班长、
副班长及学习委员、文娱委员等“大
员”，小组长、课代表、寝室长等都不
能算在内。按照这个标准，“53个班干
部”的说法值得推敲，此“班干部”并
非传统意义的班干部，不是“官”只是

“服务员”而已。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这样

的理念早已有之，没啥毛病。尤其对
于小学生而言，担任班干部不仅可以
锻炼孩子的组织能力，更可以提升学
生的自信心和责任感，激发其内在能
量，并有助于养成约束力和自制力。

回到“班主任为 51 个娃设 53 个
班干部岗位”这件事本身，孩子们并
没有太多的“官念”，他们不在意岗位

“高低”，只想在班级里有参与感，为
集体出一份力，得到同学们和老师
的认可。擦黑板也成了“热门岗”，便
是有力的证明。孩子只想积极参与
班级管理实务，不能用成人的视角
看待问题。

一言以蔽之，我们该抵制的是学
生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而不是让学生
分工协作的做法。如果没搞清楚情况
就急于指责批评，很可能错怪并严重
伤害老师的积极性。当然，是不是要
推行“人人都是班干部”，完全可以见
仁见智，需要理性看待其中的利弊，
切莫刻意为之。

胡欣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