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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暑假旅游
没必要藏着掖着

近日，有从事教师职业的网友反
应:暑假前最后一次例会，校领导强调
不要晒暑假旅游的照片，原因是不能
引起其他行业的不适和非议。从网传
的聊天记录来看，作出类似部署的学
校还不少。有观点认为，校方的做法是
在保护教师。也有网友表示，学校管得
也太宽了吧?（7月9日《南方都市报》）

最近这段时间，有不少学校善意
提醒教师：外出旅游时，尽量不要发朋
友圈。其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不想成
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不想突然之间
就无辜躺枪。应该说的是，学校的提醒
是善意的，也是对教师的保护，并非是
网络上有网友认为的是：管得太宽了，
从学校的角度而言，他们倡导的“暑假
旅游别发朋友圈”是没有丝毫问题的。

但是，关注“暑假旅游别发朋友
圈”的倡议，还需要多角度看问题。其
一，暑假是教师的法定假期。教师法明
文规定，老师享受寒暑假的带薪休假。
而且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教师都有
寒暑假，这并不只是“中国教师”的待
遇。既然寒假、暑假都是法定假日，那
么这就是教师自由的时间，这个时间
不管是去旅游还是去逛街，只要过程
中不做违法违规的事情，谁也没有权
力说三道四；其二，教师外出旅游，用
的是“自己的时间”，用的是“自己的
钱”，一不偷二不抢，碍谁的眼了；其
三，朋友圈也罢，短视频也罢，这都是
十分私人领域的事情。如果其发布的
内容是不合适的，自然有平台去约束，
去处罚，甚至是可以直接封号，从法律
的角度来说，教师完全可以在合法的
基础上“想发什么就发什么”。

倡导“暑假旅游别发朋友圈”是基
于一种担心。教师一年两个长假期间
的带薪休息，是不少人向往的福利。可
近年来，教师的带薪寒暑假却常常被
人质疑。在网络上，曾有家长发帖呼吁
取消老师带薪寒暑假的待遇，引发广
泛讨论。有人甚至建议说：理应每年只
拿9个月的工资，寒暑假不发工资，因
为那三个月教师不用上班。

对教师的寒暑假，我们可以羡慕，但
是不应该嫉妒恨。行业不同，法定假日也
不同。而且不能只是看到“教师寒暑假的
惬意”，却看不到“教师平时的辛苦”。比
如说，一般情况而言，平时工作日的时
候，教师都需要“早早到校”，按照作息时
间，其他单位是9点到班，而教师则需要
七八点到岗位。而且寒暑假也要进修培
训，安排下一个学期工作。

作为公众，需要理智看待“教师的
正常假期福利”。既然是法定节假日，
既然旅游花费的是自己的钱，那么教
师暑假旅游就没有必要藏着掖着，发
些美照到朋友圈又有何妨？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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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成绩 742 分，成绩这么
高，却选择读专科，在网友看来，这
是人才浪费，太可惜了，可当事学
生及家长却认为值得。

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折射的
是理想和现实的选择。

中考成绩如此优异，不出意
外，读了高中，以后会考上名校，
以 后 读 研 读 博 ，会 有 更 好 的 前
景，可选择报考师范专科，似乎
能够看到头了。一个大有前景的
孩子，却过早地“中止”了自己的
理想，的确令人惋惜。可是否可
惜却不是“局外人”说了算，在当
事学生和家长看来，却是理智的
选择，一方面现在就上岸了，不
用 那 么 辛 苦 ，毕 竟 读 高 中 考 大
学，在当前很“卷”的现实中，要
付出更多的努力，另一方面，读
的虽然是专科，但“宇宙的尽头
是编制”，以后是当小学老师的，

是有编制的。即便是读了高中，
想要以后考上定向委培，录取的
分数高，竞争激烈，自己也未必
就十拿九稳。这么看来，这样的
选择却是理智的。

中考742分报考师范专科，站
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一样的看
法，但本质上却是理想和现实的选
择。就像名校毕业去当外卖小哥一
样，在找不到工作的现实中，理想
暂且放一边，先解决吃饭问题。中
考成绩太优异了，可以后是否一直

优异尚未可知，现在有机会选择进
入编制，为何就不选择呢？

中考 742 分报考师范专科只
是个人选择，从社会角度看，这样
的现象是不正常的，是一种人才浪
费，一方面需要通过修正不合理的
制度，让不同的人才有不同的发
展，实现人尽其用，另一方面更好
地做好稳就业保就业，并以更多的
现实“例子”来颠覆“宇宙的尽头是
考编”的认知，让老百姓有更多更
好的选择。 王军荣

中考742分
报考师范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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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盐城，妈妈
晒出女儿中考成绩742分，
拿到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录取通知书，引发网
友热议。

（7月9日极目新闻）

近日，浙江省教育厅等九部门
印发《浙江省青少年学生“爱阅读”
读书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
各地各校要鼓励大中小学生利用
周末、假期等时光多读有意义的课
外“杂书”“闲书”，引导学生“整本
书”阅读、沉浸式阅读。

（7月9日中国宁波网）

在读书得到越来越多价值认
同、全民阅读方兴未艾的当下，“怎
样阅读”成为一道现实考题。在一
个盛行蜻蜓点水、断章取义“浅阅
读”的时代里，一些人热衷碎片化
阅读；在数字阅读如火如荼的今
天，部分人喜欢在数字化世界里享
受读书的快乐……《行动方案》说
到底，就是建构了一个青少年在读
书过程中需要认同并遵循的价值
系统和规范系统，为青少年阅读提
供行动指南。

“上的学校越好，将来找的工
作越好”，教育分层关系到社会流
动；“上不了好小学难以上好初中，
上不了好初中难以上好高中，上不

了好高中难以上好大学”，教育竞
争是一个环环相扣的连续谱。激烈
的教育竞争，从根本上扭曲了一些
家长的是非观和价值观；“唯成
绩”“唯升学”的片面导向，让部分
家长患上了“学业焦虑症”，让其对
阅读存在“傲慢与偏见”。一方面，
他们觉得阅读难以立竿见影地提
高成绩，还不如多刷题；另一方面，
即使要阅读，他们也在实用主义的
鞭策下，只看一些所谓“有用的”

“有价值的”书籍。
“鼓励多读杂书闲书”对功利、

短视的阅读观念进行纠偏，让阅读
回归本位。那些看似“无用”的书
籍，不仅有助于知识的增长，也有
助于丰富青少年的精神家园。更进
一步说，有意义的课外“杂书”“闲
书”表面上会浪费时间、看上去没
什么用，实际上却会开拓视野、塑
造性格、涵养心态、磨炼意志；今天
看起来“无用”的书籍，将来或许有
一天会派上大用场。

阅读的功能不仅在于知晓，
更在于思考。只有通过沉浸式阅

读，才能在一次次的思接千载、心
游万仞中丰富青少年的精神世
界。不论是“农民工图书馆留言”，
还是“读书冠军”，抑或“外婆家
的图书馆”，阅读不应该被功利
主义和工具理性所裹挟，而是要
多一些坚定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追
求——通过阅读汲取精神滋养、
增强奋进力量，这才是阅读正确
的打开方式。

开卷有益，杂书闲书中也可能
蕴藏着“精神富矿”。阅读的功能并
不在于它能够让青少年多考多少
分，而在于让他们更好地认识这个
世界、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在浮
躁、喧嚣的时代里保持笃定与专
注，在笔墨建构的“意义之网”中涵
养气质与格调。

阅读的最大作用，在于提升思
想深度和认知厚度，在于让每个人
成为自己而不是他人的拷贝，哪怕
这个拷贝很精美。“鼓励多读闲书
杂书”本质上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回
归，应该给予肯定与赞赏。

杨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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