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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热点追评

“静音”助学 无声胜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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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您的银行卡收入‘金
秋助学’补助金2000元。”9月初，
河南省洛阳市的一名困难农民工
家庭子女小杨收到了一条“私
信”，由洛阳市总工会发放的助学
补助金“悄悄”到达她的银行账
户。今年，洛阳工会的“金秋助学”
活动开启了“静音模式”。

（9月17日《工人日报》）

助学补助金的发放，以往需
要受助学生主动申请，然后审批、
公示，接下来往往要组织助学金
集中发放仪式，受助学生都要参
加，很多时候还要上台发言“露
脸”，作表示感谢关心、好好学习、
回报社会之类的演讲。这样的流
程，在许多地方都已经成为惯例。

客观来说，这样的流程也有
其优势。比如公示，能够让其在阳
光下操作；比如集中发放仪式，能

够让更多人知晓这种助学金的存
在等。但也要看到的是，这样的流
程与学生日益增强的隐私感、尊
严感不符。如此大张旗鼓地走流
程，会让一些学生感觉把自己的

“伤疤”展现给人观看。因此，这样
的方式并不受一些困难职工家庭
的欢迎……

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
的隐私感和尊严感增强，助学金
的发放，是否要墨守成规，确实值
得商榷，是到改革的时候了。服务
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帮助贫困学
子，既要着眼解决他们的具体难
处，还要维护他们的尊严，让关爱
在体面中传递，才是最值得倡导
的方式。

洛阳各级工会的方式，是采
取逐一入户走访的形式，对全市
困难职工子女入学情况开展详细
的调查摸底，建立困难职工子女

助学档案，将符合条件的困难职
工子女及时录入帮扶系统予以帮
助。让每一位受助者既有隐私尊
严，又能解决实际经济困难，把好
事办实，把实事办好。

在一些地方，只是充分发挥
大数据的作用，让该享受资助的
学生得到关爱。今年春季学期，上
海在十个区、420所学校开展免申
即享试点，比对了31万余条在校
生数据，确认资助2086人，资助金
额374.48万元，全部通过“一网通
办”完成相关操作。“免申即享”的
好处，在呵护学生尊严和隐私的
同时，还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
百姓少跑腿”数据治理宗旨，实现
了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的
巨大转变。

开展“助学活动”，我们可以
多一些“静音模式”，让无声胜有
声。 关育兵

“干冰升华实验”“特斯拉线
圈实验”“电流热效应”……据悉，
从2017年带第一届学生时尝试将
创意物理实验带进课堂至今，夏
振东已经坚持了6年。2021年起，
夏振东把自己上课视频传到网
上，并因为视频“仙界物理课”在
网络上迅速走红，被网友称为“宝
藏老师”。

物理是很多中学生头痛不已
的科目之一。为学好物理，很多人
拼命刷题，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
意，而夏振东老师把实验引入课
堂后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令人眼
前为之一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做实验
的时候，学生们会处于兴奋且注
意力高度集中的状态，夏老师在
实验中穿插提问，实验结束后进
行总结性的提炼，上课效率很高，
知识点理解掌握到位。虽然作业
布置和考试都比较少，但学生的
成绩很好，“节省”了老师和学生
的时间，这样的“偷懒”正是“双
减”精神的生动体现，引人深思。

好奇心是创造力的源泉。能
否呵护并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不
仅直接关乎孩子个体的成长，甚
至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基础教育
的整体质量。令人遗憾的是，长时
间以来我国的教育都没有走出以

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
式，习惯于“讲授-练习-考试”的
模式，再加上“重分数”的评价体
系，“刷题”成了大部分中小学生最
常态的学习方式。“吃力不讨好”的
实验，往往被边缘化，以致很多孩
子在好奇心最强的年龄错过了接
触科学实验的机会。夏振东们的走
红，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现在开展
实验的老师确实不多。

科技进步靠创新，创新人才
需要从小培养。为了全面提升学
生科学素养和动手能力，前不久
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
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强化实验教
学，并广泛组织中小学生前往科
学教育场所，进行场景式、体验式
科学实践活动。

近日，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各
地火热开展。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需要从娃娃抓起，而通往知识殿
堂的道路上，兴趣是最好的领路

“航标”。90后物理老师做“酷炫”
实验走红，不是为了“炫酷”，期待
更多老师借助实验展现科学之
美，在孩子们心中埋下科学的种
子。 胡欣红

种花和育人

暑假回乡下老家，住了将近两个
月。返校时，发现门前那些花，什么绣
球、迎春花……几乎都枯死了，连生
命旺盛的仙人掌，都出了问题。

后来偶遇花农，明白了养花也是
有讲究的。有时花叶打蔫意味着缺
水，有时叶子变黄，则表明施肥有些
多了，一旦超出它们生长的各项指标
的“阈值”，肯定会出问题。

仔细想了一想，我平时哪考虑到
这些呢！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每
天拿起水壶，普降“甘霖”。有时性子
一急，就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给太
多的肥。结果，连仙人掌也没逃过一
劫，根已开始腐烂了。

养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种什么
籽结什么果。育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呢？平时觉得浇水、施肥这些琐事看
起来太平常，太乏味了。有时也有小
确幸，误打误撞，偶或成功，那是一种
不自觉的与自然巧合。究其根本，还
是契合本性，因材施“浇”。

拷问一下自己，教学是否做到了
因材施教——教其所需、解其所惑、
补其所短、强其所弱？

不用讳言，有时，我们缺少敬畏
之心，懒于或疏于对学情的了解；有
时，受个人或环境因素的影响，缺少
批判性思维，随大流，于是出现了一
些认知偏差，让自己大脑蒙受“欺
骗”，简单复制和粘贴自己过去或别
人的经验，习惯或想当然去抹杀学生
的个体差异，“一刀切”，齐步走。孩子
很难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和参与热情，
何以感受独立完成的愉快心态呢?消
耗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孩子身心的
健康指数显示“黄灯”警告。

“世界上找不到两片相同的树
叶”，在教育过程中，当我们不满或焦
虑的时候，是否做到了日参省乎己，
想一想当下和过去的行为过程中，是
否尊重了生命及个体差异，是否遵循
了客观规律？

“近山知鸟音，近水识鱼性”。每
个孩子是独立的生命个体，来自不同
背景家庭，他们有着各自的个性特
点。我们理应尊重他们，尊重他们之
间的个体差异，那就要从先了解他们
开始。放下身段，深入到学生当中去，
和孩子一道学习，一起关注周围所发
生的一切，并留心他们的情绪和变化，
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能干什
么，积累一定的素材，适宜地融入到生
活、课堂教学中的各个环节中去，就能
进一步焕发孩子的自主意识，从而有
利于开放和拓展孩子自由选择的自主
空间，让不同知识层面、不同兴趣爱好
的孩子都能乐于并能充分展示自己的
才能、个性和人格魅力。

为师是一场修行，“修”是为了更
好地“行”。因此，我们要不断修炼内
心，虚心请教行家里手，或借助于互联
网和搜索引擎等工具，获取更多的背
景信息和专业知识；通过尝试性改变
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进行对比实验，来
帮助我们澄清积淀在心里的错误认
知，更多地站在学生立场看待和处理
问题，设身处地给予学生更多的理解
和尊重，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让教育
生态充满绿意，生机盎然。 孙功道

近期，“预制菜进校园”话题
引发网友热议。北京青年报记者
注意到，9月11日以来，已有多地
官方机构在答复家长反映的情况
时，就“预制菜进校园”问题进行
了回应。山东青岛、海南海口琼山
区等地均已表态不会给学校使用
预制菜。

（9月17日《北京青年报》）

“预制菜进校园”冲上热搜，
成为社会热议的公共话题，是因
为它关乎学生们的身体健康。学
生们处于身体发育的重要时间阶
段，为这个群体提供的饭菜食品，
容不得丝毫懈怠。

预制菜作为餐饮行业的“新
赛道”，具有方便快捷的先天优
势，已成为国内各地争相发展的
新兴产业。但“预制菜”作为新兴
事物，既没有相应的安全评价标
准，也没有架构起相应的市场监
管机制，存在生产不规范、卫生不
合格、高盐高脂、添加剂超量等问
题。尤其是，“预制菜进校园”，则
意味着，让预制菜“唱主角”，学生
们会“顿顿吃，天天吃”，一吃就是
若干年，这难免让家长们对孩子
身体健康担忧。

2019年4月，教育部、市场监
管总局和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实
施的《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
管理规定》明确指出，学校应当建
立集中用餐信息公开制度，及时
向师生家长公开食品进货来源、
供餐单位等信息；学校在供餐单
位选择等重大事项上，应听取家
委会或者学生代表大会、教职工
代表大会的意见。显然，推行“预
制菜进校园”不能“闭门造车”，必
须经过严格的审核评估，以及公

开用餐信息，充分保障学生和家
长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反观江西赣州蓉江新区等一
些地方，预制菜走进校园的做法，
大都是“无声无息”进行。这意味
着，学生、家长原本有权事先知晓
和了解，事中选择学校提供的预
制菜，却搞成了“先实施，后告
知”，甚至个别学校硬性推行，剥
夺了学生和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

当然，作为一名普通公众，也
不应视“预制菜进校园”为洪水猛
兽，一概地否定，“一刀切”地禁止
预制菜走进校园，而不妨让学校
尊重学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提
供多种供餐方式，让家长和学生
有更多选择的权利。

吴睿鸫

漫画：严勇杰

播撒科学种子
需要更多“酷炫”老师

“以雷霆击碎黑暗”短视频
中，一位身披黑色斗篷的年轻老
师站在讲台前，举着一根一人多
高的漆黑“法杖”，念出这句咒语，
原本关闭的日光灯突然开始闪
烁，“法杖”顶端的特斯拉线圈和
日光灯管之间出现一道令人炫目
的“闪电”，台下瞬间爆发阵阵欢
呼声和掌声。这是江西景德镇十
三中学物理教师夏振东为初二学
生上课的场景。

（9月16日《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