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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林姓老人向浙江
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100万元，
主要用于助学项目。林老是一名
退休教师，曾在大学校园看到学
生吃咸菜汤，非常心痛。林老的退
休金并不高，一日三餐及生活用
具都十分简朴。宁波今夏遇到了
罕见的高温，林老都不舍得安装
空调。他说熬一熬就过去了，要省
点钱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本报今日A08版）

这边厢，节衣缩食、千方百计
压缩生活成本，宁可承受高温带
来的痛苦也舍不得安装空调；那
边厢，为了帮助贫困学生，慷慨捐
款 100 万。看似矛盾的两张面孔、
两种模样，出现在同一位老人身
上，彰显了老人与众不同的“意义

之网”——捐资助学是一件值得
做、应该做的事情，契合价值理
性；为了多尽心、多出力，老人尽
己所能地降低经济支出，对自己
很苛刻。

“舍不得装空调捐款百万”的
背后，隐伏着家庭教育的影响。虽
然小时候家里的日子过得很艰
苦，但林老的父母还是教育他，要
力所能及帮助他人。从小在父母
身边耳濡目染，让与人为善、乐于
助人成为一个家庭代代传承的文
化基因；“舍不得装空调捐款百
万”作为对家庭财富积累的处置，
也得到了家人们的大力支持。

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
念多样化的今天，面对“舍不得装
空调捐款百万”，难免会有“七嘴
八舌”。在有的人看来，老人捐资

助学固然值得赞扬，却没有必要
“照单全收”。捐资助学固然重要，
老人的生活品质却不能被忽略和
漠视；慈善机构在接受老人传递
的善意和温暖的同时，也可以用
柔软的身段让老人少捐一些，比
如可以留下十万元用于改善和优
化老人的生存生态。因为关心捐
赠者的生存生态，不仅是一种对
慈善资源的保护，也是一种对善
意和温暖的传导。

慈善并非少数成功人士和富
人的专利，也不能将希望寄托在
部分人倾其所有、竭尽全力，而是
要扩大公众参与、激发“人人之
力”。只有让慈善成为一种生活方
式，只有让人人都可以参与慈善，
才能微光成炬、聚沙成塔，慈善蓄
水池才会更加充盈。 杨朝清

退休老人“捐百万”助学
既要表达敬意也要呵护善意

去年 3 月出台的《中小学教
育惩戒规则(试行)》，进一步从
制度上对惩戒进行了明确。杭州
这所学校出台的惩戒学生的细
则，是对相关政策的积极响应，
是从学校层面对惩戒做出了具
体规范。

教育不只有鲜花和掌声，鼓
励、表扬、欣赏是必要的，一定的
约束和劝导也是不可或缺的，这
才是完整的教育。正是基于这样
的认识，相关部门负责人才多次
回应，要把惩戒权还给班主任，还
给老师。

惩戒是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但对于惩戒，我们还需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

首先，惩戒不是目的，更不是
为了惩罚学生，让孩子们更好地
成长，才是惩戒的方向。因此，老
师要“脑海中有尺度，心中更要
有温度”，任何时候都需牢记，
惩 罚 的 是 孩 子 犯 的 错 ，而 不 是
孩子本身。这一点非常重要，一
些 时 候 ，老 师 和 家 长 在 惩 戒 的
过 程 中 ，往 往 忘 记 了 惩 戒 是 手
段，而把其当成目的。我们要教
会 孩 子 为 自 己 错 误 的 行 为 买
单 ，而 不 是 将 惩 罚 当 做 自 己 发
泄 负 面 情 绪 的 手 段 。尤 其 是 在

小学这个充满变数的阶段 ，不
建 议 用 简 单 的 惩 戒 去 敷 衍 了
事，有时候老师一句关怀可能就
能改变孩子一生。

其次，要惩罚孩子犯的错，就
应当尊重学生，对事不对人，更
要深入探讨孩子“犯错”背后的
原因，达成惩戒目的。比如针对
不写作业的孩子，如果是忘了，
那老师就要教孩子学会记录作
业 ，跟 家 长 沟 通 ，配 合 检 查 作
业；如果是不会做，那在切实了
解学生状况后，可以降低要求，
帮助孩子完成部分作业；如果
是 孩 子 觉 得 作 业 太 简
单 ，那 就 要 强 化 分 层 ，
提高作业的吸引力；如
果是孩子不想做，那就
必须做出相应的惩罚，让其认识
到错误。

再次，在惩戒方式上，既需要
传统的惩戒手段，也需要不断“创
新”，发挥出惩戒作用。孩子们很
多时候犯错误，并不是有意要跟
老师对抗，而是在这一年龄段心
理或行为方面不能很好地约束自
己，以体验的方式开展劝导工作，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老师，将惩
戒权交给学生，倡导学生制定班
级公约，所有人一起执行；也有学

校提供“自选包”服务供违规学生
自主挑选，比如在班级或校园中
表演犯错故事，都是很有意义和
价值的探索。

看似严厉的惩戒细则，实则
是保护 学 生 、关 爱 学 生 的 一 份
规 则 。学 校 和 父 母 要 引 导 孩 子
认识到，惩戒是在保护你，是在
给 自 己 反 省 的 机 会 。孩 子 们 从
小对规则有所敬畏，成年后才能
适应社会。

关育兵

教师来信

惩戒的是孩子犯的错惩戒的是孩子犯的错
不是孩子本身不是孩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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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杭州一学校发布《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下称《细
则》)引发关注。这份《细则》界定了五类需要教育惩戒的行为，
在整个惩戒细则中，按照情节轻重，一共有18条惩戒方式，其
中，对于学生违反校规校纪，拒不改正的给予不超过一周的停
课或停学。

（9月21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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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休≠午睡
9月开学季，宁波北仑区霞浦

学校与顾国和中学部分年级投用
了新式午休课桌椅，实现了午休

“趴改躺”，让学生拥有了更好的休
息条件。也有网友通过宁波民生e
点通群众留言板反映，钟公庙中心
小学和下应中心小学今年没有了
午休课。而同为小学，镇安小学为
何就要求学生开学带午睡枕呢？难
道鄞州区教育局对于午睡都无统
一要求？ （本报今日A06版）

网友的疑问，源于对“午休”概
念的不同理解。去年5月，鄞州区教
育局下发《关于做好义务段学生午
休工作的通知》，里面除明确要求
各中小学校根据本校实际，充分
利用现有资源，合理安排午休时
间及午休方式，还提出，出现有些
孩子睡不着现象，各学校要具体
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家长和学生
的意愿，安排适宜的活动，丰富学
生午间生活。

由此可见，午休不等于午睡，
午休包含午睡，但又不限于午睡，
其外延要大于午睡。也即是说，在
怎么“休”的问题上，《通知》并没有
做出强制性规定，要求所有学生统
一集中在班级里睡觉，而是允许那
部分不肯睡、睡不着、没午睡习惯
的学生可以去图书馆、阅览室、多
功能室、体育馆等场所选择自己喜
欢的午休方式，看书，做实验，吹拉
弹唱或者打球等都是可以的。

对此，鄞州区教育局一位工作
人员做出了这样的解释，对于30分
钟的午休课是否必须睡觉，并未做
强制规定，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配备
午休相关设施，也可安排适宜的活
动，丰富学生午间生活。这样的安
排比较合理。从外地一些学校的实
施情况看，丰富和拓广“午休”的内
容和外延是可行的。如杭州市德胜
小学就是这么做的：学校根据学生
个性化的需求，将有午睡需求的孩
子，按照班级安排在二楼两个空教
室和音乐舞蹈室内午睡。还有部分
确实不喜欢午睡的同学，也有专门
的午休场所。同学们可以选择阅
读、听音乐等其他休息方式。

辨清了“午休”和“午睡”的概
念，问题就好办了，接下来就是如
何保证“休”和怎么“休”。至于怎么

“休”，很简单，就是如上所说，想睡
的睡，不想睡的玩，根据自己的喜
好选择合适的音体美甚或劳项目，
尽情地玩。在玩中放松心情，强健
体魄，收获快乐，增长课外知识。这
才是午休的正确打开方式。

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