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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罚学生的老师，为何竟
能得到如此多的家长挽留？其中原
因并不复杂，在于大部分家长对老
师的责任心都表示认可。有学生家
长表示，平时孩子在学校发生什么
事情，老师都会第一时间沟通，非
常愿意给机会让老师改过。也有学
生家长称，平时对小孩也很严格，
并且我也跟班主任讲过，我们交到
她手里就是相信她。

由此不难看出的是，社会和家
长虽然不希望老师体罚学生，但并
不反对老师严格管教学生。天地之
间有杆秤，家长的心中也有一杆
秤，真正负责任的老师，是能够得
到家长的认可的。

一些网友表示，“以后老师就都
混日子就好了，上课说话的，玩手机
的，睡觉的，都别管”“老师就不应该
对学生有责任心，要不然害的是自
己”。这样的说法，虽表达了对涉事
老师的同情，但却并不正确。

教师的责任感和体罚并不等
同。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和使
命，也是教师这一职业存在的价
值。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要有很强
的责任感，要严格管理学生。肯定
不能否认，体罚里有责任感、严格
管理的体现；但责任感、严格管理
并不必然依靠体罚，这也是需要
明确的。

事实是，涉事老师也表示：“我

确实没有把握好度”“导致对当时
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好的处理方
式”。教育是艺术、教师不好当，就
体现在“度”“方式”上，把握不好
度、寻找不到恰当的方式，是很容
易好心做错事、认真却走错路的。

当然，由此事还可以看到一个
值得商榷的问题：能否丰富对教师
的处罚方式。教师不应体罚学生，
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但是否偶有
体罚，就要处以“开除”极刑，也值
得商榷。考虑体罚的严重程度、考
虑对学生的伤害程度，考虑家长的
情况，依据实情予以处罚，或许更
有意义。

关育兵

5月23日，离高考还有14天。
深受五乡中学同学们喜欢的食堂
阿姨在老师邀请下，带着忐忑又期
待的心情走进高三（9）班，化身“思
政老师”，“老母亲”式叮嘱毕业生：
常回来看看，阿姨一直在食堂三
楼，请你们吃面条。

（本报今日A04版）

人间烟火气，最抚学子心。
食堂阿姨无非是给学生做饭、

打菜，看似并没有什么值得特别留
恋的。其实不然，民以食为天，掌握
吃饭大事的首先是炊事员。用一位
将军的话来说，一个好炊事班长能
顶半个指导员。所以，称食堂阿姨
为“思政老师”，恰如其分。庄阿姨

说，她在学校最大的成就感，就是
看到学生们都在好好吃饭；她把学
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既然我在食
堂工作，就没有让学生饿肚子的道
理。”这种发自内心地对学生的关
爱之情，本身就是一种思政教育。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的
本质意味着一棵树摇动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
醒一个灵魂。”还有人形象地表
示，学校里的每一面墙都会说话，
学校里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育人职
责。立德树人，不只是书本知识，
还有做人做事、责任担当等。近年
来，学校厨师、宿管员、保安等频
频走红网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用无私

的奉献感染着学生，激荡着学生
的心灵，在育人上发挥了独特作
用，诠释了爱的教育。

“马上就要考试了，不要紧张，
不管结果如何，尽力就好。”“读书
是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希望
你们真诚善良，用真心换真心，不
管未来做什么，都要爱岗敬业。”食
堂阿姨化身“思政老师”，用朴实的
话语和真诚的祝福回应着毕业生
的“真情表白”。这感人的情景再次
提醒了我们的教育者：你怎样爱学
生，学生就会怎样爱你。如果总是
抱怨现在的学生难管、难教，最该
反思的恰恰是我们自己。掌握教育
真谛，不妨向食堂阿姨学学。

付彪

“食堂阿姨喊话毕业生”诠释爱的教育

激活学校责任心
既要立规也要赋权

5月 22日，江苏常州。有家长
吐槽下大雨多名学生在校门口淋
雨等待，不到7点不让进学校引发
网友热议。有网友表示有规定就不
要来那么早。还有网友表示规定是
死的人是活的。对此，武进教育局
工作人员表示，从开学就跟学生说
了7点20之前不让进，恶劣天气家
长更要做好预案，也会给学校说，
面对特殊天气会安顿好学生。

（5月23日中新社）

“学生站校外淋雨等开门”，极
具视觉冲击力的画面，牵出了关于

“制度规则”与“人性管理”的一系
列追问。置于具体场景内，在特定
情绪的渲染下，所谓是非对错的评
价标准，每每都会有不一样的理解
和诠释。很显然，相比于具体操作
的“灵活处理”，我们的心境、心绪
似乎更适应“临机应变”。相比于让
学生站在外面淋雨苦等，“为什么
不提前开门”，俨然成了理所当然
的诘问。

随着现场视频广泛流传，涉事
学校迅速被推至风口浪尖，并被贴
上了“机械”“冷漠”之类的标签。面
对质疑，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回
应，其实很是耐人寻味：一方面，强
调“早说了 7 点 20 之前不让进，恶
劣天气家长要做好预案”；另一方
面，也不忘补上一句“会给学校说，
面对特殊天气会安顿好学生”……
像是什么都说了，又像是什么都没
说。其字里行间的意思，仍不外乎
是“各打五十大板”的公关措辞。

一群学生站在校外淋雨等开
门，让人揪心。可倘若从校方的立
场看，其也许并不认为自身有过
错。需要厘清的是，关于开门时间，
以及非教学时段的校园管理，“决
定权”其实并不在校方。学校更多
是作为“照章办事”的执行者存在，
至于说负责每日开门的后勤门卫
等 基 层 人 员 ，更 是“ 按 指 令 行
事”——这套生态内，天然是缺少
见机行事、灵活处理的空间的。

在权限被大致锁死的前提下，
按部就班是风险最小的选择。要知
道，在学校管理者而言，每一次“特
事特办”，都意味着出事的风险与
被问责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又何
必自找麻烦呢？在舆论施压之下，
武进教育局放话，“会给学校说，面
对特殊天气会安顿好学生。”可以
预见的是，若没有进一步的明确

“授权”、细致“新规”，学校大概率
还会不知所措。

说到底，这并不是雨天校门该
怎么开的问题，而是该如何激活校
方能动性、积极性、人文热度，如何
划定其自主管理边界的问题。然玉

44名家长
挽留体罚学生老师，

该怎样看？
5 月 22 日，据广东台今

日关注报道，东莞市寮步明
珠小学二年级的十多名学生
因在课堂上做不雅手势，被
老师罚扎马步，还被老师拿
棍子抽打。事后，涉事教师被
开除。但班级47名家长中有
44 名都对涉事老师进行挽
留，希望她能重回学校的岗
位。 （5月23日九派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