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金评教育 A02
2022年9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雷林燕 审读：邱立波

今日金评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

jinbaopinlunjinbaopinlun20122012@@126126.com.com

▲▲▲▲▲

理性审视英语
才是文化自信该有的姿态

不吐不快

本埠声音

近日，一名河南许昌的小学教
师张老师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个
视频，在自己批改学生作业的时
候，发现有个孩子把“栓Q”写进了
作文。该视频在网上迅速发酵，再
度掀起一场关于中小学生使用网
络用语的讨论。

（9月23日 扬子晚报）

“栓 Q”是一个“谐音梗”网络
用语，最初源于某英语博主拍摄的
一段抖音短视频。该名博主自学英
语发音，在视频作品中念了“桂林
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的
英文译文，并在最后说了英文的

“谢谢”，发音酷似“栓Q”引发网友
模仿。

随着通讯软件和社交媒体发
展，网络用语已成为一种新的交流
工具，因其易于传播使用，也俘获
了一大批中小学生。比如，一些中
小学生在表达敬佩或赞美之情时，
不会或懒于组织语言，一句“yyds”
包打天下。相应地，在各大社交媒
体平台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求
助如何引导学生规范使用语言。

一些不符合现代汉语规范的
网络用语的滥用，着实会导致低俗
化、语言表达障碍、严肃文化消解
等不良倾向。对此，家长和老师或
高度紧张、严令禁止，或置之不理、
任其发展。其实这两种态度都不可
取。凡事都有两面性，关键是做好
引导，既要肯定网络用语存在的价
值，发挥其在促进交流、求知问学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也要界定网络
语言的使用场景，避免因滥用误
用，养成不文明的表达习惯，降低
青少年的语言能力。

语言表达是文化获得的载体
与根基，从能说会道到妙笔生花，
关乎着学生的三观养成及品性修
养、思维方式。中小学生正处于语
言习得的关键期，坚守“传统之
雅”还是拥抱“网语之魅”，不该是
非此即彼的选择题。面对网络语
言对传统语言的冲击，家长和老
师不必过分忧虑，但也要尽到基
本的提醒义务，引导中小学生注意
网络用语和标准汉语的边界，并通
过阅读积累和写作训练提高口头
和书面表达能力。

孔德淇

近年来，因为一些内外
因素的影响，很多人都在建
议“削弱英语的主课地位”。
去年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
许进提出：建议取消英语在
中小学的主科地位。此事一
度引发极大的关注，将“英语
主课地位之争”提升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热度，各路专家
建言献策，各种调查数不胜
数，各番言论层出不穷，但始
终未能形成共识，因为这本
身就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
情。而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
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是应该
被允许的。

客观地说，眼下的一些
建议，的确有从一个极端走
到另一个极端的感觉。很长
一段时间内，许多人觉得英
语学科的地位太高了，甚至
一 度 超 越 了 语 文 ；但 近 年
来 ，很 多 声 音 又 指 向 于 一
点，英语学科的地位应该不
断 地 降 低 ，甚 至 应 该 成 为

“副课”。比如，此次有人给
教 育 部 的 建 议 ，就 属 于 后
者。无论是“过度重视”，还
是“过度轻视”，都不是一种
正常的现象。一个健康理性
的社会，对一门学科的判断
与认知，不能步入“非左即
右”的误区。

这方面，教育部的回应
就很科学、理性，其一方面表
示，外语（主要是英语）的课
时占比已经有所压缩了，但
另一方面也直言，外语是学

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样的判断，才
是理性的认知。那就是，其既
没有过度地执着于“英语课
特别重要”这样的执念，也没
有被一些专家学者牵着鼻子
走，认为英语可有可无；而是
寻求到一个平衡点，寻求到
一个中间线：削弱了英语的
一些主体地位，但依然重视
这一学科在国内的健康发
展。

有人说，我们应该保持
文化自信，所以应该降低别
的文化在中国的辐射力，这
其实也是一个误区。因为，
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完全可
以做到允许别的文化存在
的，而且，就算别的文化存
在，也不会危及与影响到我
们主流的文化。眼下对英语
学科而言，就当如此观。过
度地挤压这一学科，反而会
给人一种不够自信的感觉；
顺其自然，允许其有一定的
生存空间，那才是真正的自
信。

理性审视英语，才是文
化自信该有的姿态。无论是
过度的褒扬，或是过度的贬
低 ，都 不 是 一 种 正 常 的 现
象，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一
种做法。当自信由内而外地
散发出来时，我们对很多事
情的态度，就会更加客观理
性，而这，才是文化自信该有
的模样。

龙敏飞

“栓Q”进作文
“网语之魅”
不宜过度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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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9月 23日公布对“关
于增强文化自信增加中国文化内
容教学改革和降低英语教学比重
的建议”的答复，答复显示：根据
规定，外语课时占比为6-8%，明
显低于语文、数学、体育、艺术等
学科，外语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
培养和发展学生语言能力、文化
意识、思维品质、学习能力等核心
素养，培养学生中国情怀、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

（9月23日教育部官网）

家校共育：心理健康教育的必由之路

海曙区集士港镇中学高度
重视学生心理健康问题，10年
前开始开设心理辅导室，并配
备了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张烨，
针对不同学生的心理疾病有针
对性地进行指导矫治，收到了
很好的成效，受到学生和家长
的肯定。

（9月26日《宁波晚报》）

张烨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
心理系，有着丰富的心理健康
教育经验。从报道披露的两则
辅导案例来看，张烨从初始就
认准学生的心理问题源自哪
里——“很多学生的心理问题
与学业或家庭有关。”故她在实
施心理健康教育时确立了家校
共育的原则。正是基于这一原
则，让她收获了不一般的教育
成效。

无人否认，中小学生心理
问题比较普遍，其造成的后果

十分严重，但人们总简单化地
将之归因于学校应试教育，忽
略了家庭教育。其实，各种类型
的学生心理疾患，很多是源自
不正当、不合理的家庭教育。譬
如因沉迷电子游戏造成的心理
疾患，报道提到的第二个案例
涉及的就是这个话题：家长教
育引导不当，致使孩子玩游戏
上瘾，成绩一落千丈，家长只好
自己找到张烨求助。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提出，积
极开通学校与家庭同步实施心
理健康教育的渠道。学校要指
导家长转变教子观念，了解和
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方法，注
重自身良好心理素质的养成，
营造家庭心理健康教育的环
境，以家长的理想、追求、品格
和行为影响孩子。这一“指导”
为学校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指明
了方向、路径，学校在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时不能让心理老师
“单打独斗”，而是要提醒心理
老师携手家长，实行家校共育。

集士港镇中学在实施家校
共育这点上，探索出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方法经验，值得介
绍给其他学校。如在学校公众
号 开 辟 心 理 专 栏—— 集 心 课
堂，将学生的优秀心理作业展
示出来，增进家长对孩子内心
想法的了解；开设了以“青春期
亲子沟通”为主题的家长团体
辅导，指导家长学会如何与孩
子沟通；开展系列亲子互动活
动，为家长创造陪伴孩子的机
会等。现如今，由心理辅导室牵
头开展的家校共育已经成为该
校的一大德育特色。

既然已经成为特色，就表
明该校在实施心理健康教育时
秉持家校共育的原则是可行
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值得推
广。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