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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请院士任“科技校长”的价值导向

用柔软的力量
拨亮“希望之灯”

“借课打雪仗”
一幕美好的
教育场景

近日，北京迎来2023年初
雪。一名体育老师和班主任商
量后“借”了一节课带学生们到
操场打雪仗，隔着屏幕都感受
到孩子们的开心。若干年后，孩
子们依然会记得这场难忘的雪
仗。

（12月12日《北京日报》）

众所周知，在学校里，语
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老师向
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的老师

“借课”是常有的事。但此次，北
京这所学校体育老师向班主任
老师“借课”，既不是用来上课
的，也不是用来让学生做作业，
而是带领学生“打雪仗”的。看
视频，这次“借课”让学生们开
心了整整一节课。

其实，对于学生们来说，下
雪天打雪仗是一件非常期待
和向往的事。尤其是在学业压
力十分繁重的语境之下，学生
们能够一起在大雪漫舞的雪
地里打一场酣畅淋漓的雪仗，
是一种释放，一种满足，一种
快乐。

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中，每每遇上下雪天，学生们只
得望“雪”兴叹。即使有学生想
利用课间十分钟“溜出去”捏捏
雪球，打打雪仗，有时也会被老
师喝止，更别提能慷慨拿出一
整节课专门给学生用来“打雪
仗”。

表面上看，北京的这位体
育老师“借课”带领学生打雪
仗，虽然牺牲了班主任老师的
一节课，但对于每一位参与打
雪仗的学生们而言，这无疑是
令他们终生难忘的一节课。这
节课不仅会让学生们永远记住

“借课打雪仗”这一美好时刻，
更能让学生们永远记住这位体
育老师的教育用心。

近年来，类似“借课打雪
仗”这样的美好教育场景已在
多地多校发生过，比如“停课看
彩虹”“停课看晚霞”“停课晒太
阳”，等等。希望各地各学校不
妨多些“学生视角”，多些“以生
为本”，让类似“借课打雪仗”这
样的美好教育场景在更多学
校、更多课堂里不断上演。如
此，不仅是学生之幸，更是教育
之幸。

叶金福

近期，多所高校在举行“暖
冬”活动时有意避免了羽绒服的
款式统一，在活动现场让学生戴
口罩，在发布活动照片时对学生
脸部进行“打码”处理。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依托大数据平台，精准
筛选出发放名单，点对点通知学
生试穿和领取衣服。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为困难学生购置多种类
型、款式、颜色的羽绒服和冲锋
衣。

（12月12日 澎湃新闻）

进入冬季，不少高校都会举
行“冬日送暖”活动，这种饱含制
度善意和人文关怀的“冬日送
暖”，不仅让贫困生生活上多一些
保障，也让他们的心灵上多一些
温暖。在实施操作的过程中，如何
最大限度地呵护贫困生的权利与
尊严，“点对点试穿”显然是一种
有益探索。

避免羽绒服款式统一，活动
现场让学生戴口罩，对学生脸部
进行“扫码”处理，说到底都是为
了防范贫困生被区隔、被标签化，
避免贫困生被其他同学“另眼相

看”。依据大数据平台进行“隐形
资助”也好，“点对点试穿”也罢，
既有效地保护了贫困生隐私，也
让学生资助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
效性，真正实现“好钢用在刀刃
上”。

这个世界没有两片完全相同
的叶子，贫困生也在身高、体重、
形体、审美能力、兴趣偏好等方面
存在差异。部分高校之所以用心
良苦地进行“点对点试穿”，就是
为了让羽绒服、冲锋衣等学生资
助物资能够和贫困生差异化、个
性化的需求实现“精准匹配”。虽
然“点对点试穿”增加了学校的管
理成本，但其推己及人、设身处地
为贫困生着想的做法，自然会得
到贫困生的肯定与认同。

学生资助的初衷，在于解决
“后顾之忧”，拔亮贫困生的“希望
之灯”，照亮和温暖他们前行的道
路。从过往经验来看，为了避免泄
露隐私，为了避免被标签化乃至
污名化，有的学生明明家庭经济
并不宽裕，也不愿意去申请相关
资助资源。此外，由于款式、颜色、
尺码单一，有的贫困生没有领取

到称心如意的羽绒服、冲锋衣，导
致他们即使领取了服饰，也很少
甚至不会穿在身上，从而让资助
资源没有发挥应有的使用价值，
让制度善意在执行中打了折扣。

伴随着社会变迁，对贫困生
资助工作的认识逐渐深化，既让
贫困生得到经济资助和精神慰
藉，也呵护贫困生的权利与尊严
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更进一步说，
学生资助工作也有春风化雨、润
物无声的育人功能，学生们接受
关爱和帮助的境遇，也会在无形
之中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学生
资助工作需要多一些细心、耐心
和巧心，要注重在科学化、精细
化、智能化上下功夫，这一切在

“点对点试穿”上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发挥。

以最大的善意来关爱和呵护
贫困生，在细节上考虑得更加周
全，在姿态上更加柔软，同样的资
助资源，往往能够发挥更大的作
用。当贫困生得到更多的“温柔相
待”，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才
会进一步激活，整个社会才会有
光明的未来。 杨朝清

12月12日，宁波大学青藤书
院的科技节开幕式上，该校首聘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剑平担任“科
技校长”。特聘院士当“科技校
长”，这在宁波市尚属首例。

（本报今日A03版）

特聘院士当“科技校长”，如
此高大上的举动，不知者以为是
在卖噱头，或者会被人联想到该
校是想借院士招牌为招生造势。
作为宁波市内的一所名校，青藤
书院用不着卖这样的噱头，也没
必要扯院士招牌招徕优质生源。
那么，此举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呢？

一则是为了配合落实今年10
月宁波出台的《“院士之乡”中小
学科学教育实施办法》，要求各校
配备科学副校长。青藤书院作为

江北区首所试点学校先行先试。
二则是为孩子们树立正确的价值
导向。

在一个盛行功利主义的时
代，教育也不能免俗，很多学生孜
孜以求埋头苦读为的是什么？不
就是为了考取名校，谋得一份好
职业、好工资？所以从进校那天
起，大多数家长都希望孩子刻苦
学习，考出好成绩，有朝一日能够
出人头地。学生也都是朝着这个
目标努力努力再努力。

当部分学生被功利主义捆
绑，只着眼于眼前利益，只想毕业
后到社会上去赚快钱、赚大钱，因
而早早将金融业、商业、教育类、
法律类、公职人员等纳入职业规
划时，学生哪还会去重视科学教
育，去培养自己的科学素养。

青藤书院之所以聘请院士当
“科技校长”，希望给学生树立这
样一种价值导向：读书不仅是为
了谋得一个金饭碗，不能太急功
近利，在脚踏实地皓首穷经的同
时，还要抬头仰望星河长空，树立
高远的人生志向，为振兴中华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也许有学生会问：做科学家
谁不想，问题是做不到。这是实
情，对此，学校有清醒的认识，聘
请院士做“科技校长”不是号召大
家都去做科学家，而是让学生认
识到原来科学家就在身边（陈院
士是宁波人），无形中给他们一种
动力，为他们树立一个榜样。

校长余勇说，如果通过这样
的举措，能让1%的孩子得到启发，
就非常有意义了。 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