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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近日，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一小学要求所有学生戴头盔上下学，

引发广泛热议。当地教育局办公室人员回应称，这是市里的统一要求，针对乘坐摩

托车或电动车上下学的学生及其家长。然而，该校在推广当中要求过于严格，教育

局已经通知学校整改。“走路上下学也要戴头盔”看似事小，但其背后暴露的问题值

得反思。

教育科研，勿为伪创新烧脑

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建人建言

●要让教师能够在自主的教育实践探究

中做自己希望做的研究，激发其自身参与教

育科研的内驱力，通过教育科研催生出真正

意义上的教育创新。

爱心资助需公平更要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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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困生的资助，要兼顾公平性和实

效性，不可偏废。

□谌 涛

近日，浙江某高校一名领

取助学金的学生唐某花钱去看

演唱会一事引发关注，随后，该

校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调查核

实，唐某申领国家助学金的资

格符合标准。“受资助学生能不

能高消费？”一时成为网络关注

的话题。

对贫困生的资助，体现的

是社会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关爱。一方面由于资金有限，

要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学生得到

资助，保证公平性；另一方面，

济困的最高原则，是呵护受助

者的心灵和保持受助者的尊

严，让受助者感受到温暖。要

兼顾公平性和实效性，不可偏

废。在笔者看来，实现二者的

统一，可从以下方面入手。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严把

资格审核关。主要包括家庭经

济状况，如家庭人口数量、家庭

年收入、父母工作情况等。对

孤儿、单亲家庭、残疾人等特殊

群体，或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

等，学校需实地家访、核实材

料，或委托当地的学生资助机

构、民政部门进行核实。在落

实资助政策时，应利用好学生

资助信息管理平台，建立跨部

门信息共享机制，提升资助数

据管理效能，形成由教育、财

政、审计、纪检监察参与的监督

机制，确保学生资助更精准、更

公平、更高效。

保护隐私适度宽容，呵护

受助者的尊严。无论是受助者

的资格审查，还是后续管理，都

要重视对受助者尊严的呵护。

在现实中，有一些家庭贫困学

生不愿意申请助学金，因为他

们担心“暴露”自己的贫困生身

份，遭到歧视。一些学校出台

暖心措施，尽力保护贫困生隐

私。比如南京理工大学通过大

数据筛查，把每月在食堂吃饭

超过60次、月饭费不超过420

元的学生列为贫困生补助对

象。既不审核也不公示，学校

直接将补贴款打到这些学生的

饭卡上。这些悄无声息的举

措，最是温暖人心。

同时，受资助学生理应量

入为出，把钱用到该用的地

方，不应提前消费、攀比消

费。应建立受助者大额消费

高消费主动报告制度。受助

者超过一定限度的消费或者

添置高档手机等，有义务向资

助管理部门主动报告资金来

源，资助管理部门对这些信息

非必要不公开。

“助考”乱象，须出重拳

□朱建人

笔者在与校长、教师的交

流中明显地感受到，时下学校

的科研风气变化真不小。一方

面，广大教师参与教育科研的

积极性越来越高涨，但另一方

面，真正有价值可推广的科研

成果还是鲜见。其中最为深刻

的印象是，追求教育科研的伪

创新几乎成为一种时尚。这样

的伪创新主要表现为：

一是“创新”标题，以期博

取眼球。许多研究者并不关

注研究的选题是否具有研究

价值，一味着力于标题是否出

彩。标题中往往关键词叠出，

正副标题冗长，颇有些“语不

惊人死不休”的架势。一眼看

去，貌似精深，实则虚空。不

少教师称，此类题目是当下

“立项”之敲门砖。

二是“创新”词汇，喜欢故

弄玄虚。教育词汇创新由来已

久，饱受诟病，时下更有变本加

厉之势。许多教育科研项目本

无多少新名堂，却非要生造些

词句出来。正如魏书生所言，

将“一堆萝卜”说成“若干萝卜

之组合”。此类自欺欺人的做

派直接导致了科研选题表述之

谬误与方向感的缺失，却在当

下的教育科研中比比皆是。

三是“创新”路径，杜撰思

维导图。标题关键词叠出与词

汇的生造，势必加大了研究项

目界定的难度，因此不编出个

烧脑的思维导图出来根本无法

自圆其说。于是，所谓的科研

项目便成了研究者笔下的文字

游戏，八卦图式的思维导图屡

见不鲜，让人看得云里雾里。

上述是时下教育科研伪创

新最为突显的三个方面，其他

还有操作路径背离教育科学

基本常识之类，不一而足。与

同行交流自己的感受后，他们

也道出了苦衷：时下教育科研

评审“卷”得厉害，若是踩不对

节奏，跟不上时尚则必被淘

汰。因此，题目须翻“新”，操

作须刷“新”，成效须更“新”。

如此生编硬造出来的“科研成

果”，必定是空耗了参与者的

脑力而一无用处的。

导致教育科研伪创新的深

层次原因，或是科研管理制度

与当下教师专业发展需求和教

育改革要求的契合度存在问

题。自上世纪末开始实施的教

育科研课题立项申报制度，曾

经引领了一代代教师走上教育

科研的专业成长之路。而一旦

此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

教师的自主创新发展，则有必

要对其作出与时俱进的改良，

以解放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思

想，让他们自主地在自己所熟

悉的工作之中，以问题为导向，

创新工作思路，追求科研实效，

把教育科研真正做到课堂教学

中，做到破解教育教学难题的

实践中。

据媒体报道，近年来，已有

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取消了

博士研究生学位申请中对发表

学术论文的硬性规定。清华大

学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王传毅认

为，这一举措将积极引导博士

生在其专业领域深耕，不做“快

餐式”“盲目跟风式”研究，鼓励

产生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此

类在制度层面解放研究者的做

法，能否借用到基础教育的科

研管理中来？

当然，伪创新研究与研究

者的素养欠缺有着十分重要

的关联。许多时候，就如钱锺

书先生所言，“内在的不足才

借助外在的多余”。人的独立

精神与创新思维需要有较为

深厚的学识来支撑。内在的

支撑力不足，就难免人云亦云

了。相信一旦教师有了较为

自由宽松的研究环境，能够在

自主的教育实践探究中做自

己希望做的研究，就一定会激

发其自身参与教育科研的内

驱力，也一定会通过教育科研

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创

新，从而促进其教育教学质量

不断提升。

□张 涛

前不久，南京某医院3周接诊5例“下腰瘫”

病例的新闻登上热搜，再次刺痛公众的神经。近

年来，不少家长喜欢让孩子参加舞蹈等体育艺术

类校外培训。然而，儿童身体发育不完全，过早

过强的柔韧性训练可能产生孩子器官发育不良、

肌肉发育缺陷等问题；过度进行外界受力、按压、

拉伸等关节、脊椎、韧带训练，可能影响骨骼生长

和发育，甚至造成脊髓损伤。

今年7月21日，教育部、中国消费者协会发

布提示，提醒家长对于满足孩子兴趣特长的非学

科类培训，既要合理安排培训时间，还要谨慎选

择合规机构，特别要高度关注诸如儿童舞蹈下

腰动作等可能导致的受伤甚至瘫痪风险。近期，

教育部联合公安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开展了中小

学生校外培训“安全守护”专项行动，针对舞蹈、

体育等以身体训练为主、较易出现伤害风险的培

训活动专门做出提醒，包括不要过早对孩子进行

过强柔韧训练，不要过度对脊椎和腰部做外力挤

压等。

这样的提醒很有必要，不过对于体育艺术类

校外培训安全来说，有关部门要提醒更要规范，

从源头整饬校外培训行业，严格准入管理，规范

培训内容。

根据《教师资格证书管理规定》，在各级各

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从事教师工作的人

员，必须依法取得教师资格，并持有相应的教师

资格证书。但在舞蹈等体育艺术类校外培训行

业中，不少从业者只是通过速成培训，取得了行

业协会或培训机构下发的所谓“教师资格证”。

这些证件不具有法定效力，同时持证人员未经

过系统性学习，不了解儿童适合的学习训练方

法，很容易因训练不科学对儿童造成伤害。此

前媒体调查了77起因舞蹈学习导致的健康权

纠纷案，其中教师不持有教师资格证或仅持有

行业协会或培训机构下发的所谓“教师资格证”

的，占比高达93%。

规范培训内容也应尽快提上日程。在很多

人的观念里，孩子的身子骨软，柔韧性强，很适合

做下腰、劈叉这些高难度动作。事实恰恰相反，

专家指出，由于儿童骨骼发育没有成熟，对脊髓

的保护相对差，10岁之前，儿童学习舞蹈应以培

养兴趣、节奏感为主，不应过早接触专业的下腰、

劈叉、翻滚等高难度动作。

鉴于此，有关部门需要对现有的体育艺术类

校外培训机构进行排查，严格开展从业人员资质

核查，禁止无资质人员从事培训教学。有关部门

也应尽快制定相应规范，明确儿童体育艺术类培

训“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引导培训机构尊重

孩子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

校外培训安全，要提醒更要规范

所谓“助考中介”，就是在考生与代笔者之间牵线搭
桥，利用一些手段助考生得到高分。这样的帖子在一些网
络购物平台上不少见，其“业务”范围非常广，从企业招聘
考试，到雅思、留学生考试，再到大学生期中、期末考试等
无所不包。对这类游离在灰色地带的作弊生意必须零容
忍，相关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高校有必要加强学风建
设，严肃考风考纪，并加强对在校大学生的诚信教育。

（王 铎 绘）

▲

“走路也要戴头盔”究竟为哪般
“吃透”政策，科学施策

□穆 之

该事件的不断发酵，也引起了大家的反思：

原本简单的事，具体到一些学校，为何变得如此

复杂？

实事求是地说，乘坐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

学生及家长理应做好“一盔一戴”“一人一帽”。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一条

规定，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

全头盔。根据公安部发布的规定，驾、乘电动车

也要戴头盔。基于此，小学生在乘坐电动车时应

佩戴头盔，这是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是遵守

相关规定的体现。

当地教育局本意是借助推行此活动的契

机，将遵守该交通法规的意识根植于学生心

中。该校校长及教师本应理解这一良苦用心，

事实却是，活动在他们这里变成了“任务”，不惜

加码完成，但求不被追责，却将“育人”二字抛之

脑后。

学校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为何如此简单粗暴、

流于形式？可能很大程度上在于校方对上级政

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够到位。事实上，

学校有责任也有义务引导学生遵守法律法规。

具体到该事件，校长及教师的理念若跟得上，行

动上就不会如此敷衍应付。身为教育者，如果自

身缺乏相关知识，对政策“吃不透”，那么在具体

执行的过程中，难免会走样变形。

对于学校暴露出来的问题，不能满足于“头

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子上加以破解。否

则，此类闹剧还有可能继续上演。

首先，要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作为教师，需

要了解、学习与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平时的

培训中，应适当增加相关内容的比重，引导教师

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学会尊重学生，学会正

当管理、依法管理。

其次，要做好规范引导工作。此次事件，直

到引爆网络舆情，当地教育部门才发现学校在执

行中的具体问题，并要求整改。要确保工作不变

味、不走样，上级部门不能只下发通知到校了事，

而是要强化责任，加强督导，及时发现问题，并予

以纠偏。

□李 平

推广“戴头盔进校园”，本意是为了学生

安全，但最后却未必落在“学生安全”上，反而

演变成了一场闹剧。

从该校学生佩戴头盔行走的那些视频

和照片来看，多少会让人感到不适。人在正

常行走时，本不该佩戴头盔，头盔的重量会

对头部造成压迫，对小学生而言，更是难以

承受之“重”。

一场交通事故，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

破碎。校园安全教育非常重要，因此要常

抓不懈，通过安全教育课以及各项活动的

开展，在润物无声中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

责任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

全行为知识及技能。当地教育部门重视落

实“一盔一带”“一人一帽”工作，旨在增强

学生及家长的交通安全意识，倡导安全文

明出行。政策本无可厚非，无奈在落地执

行的过程中走样变形。有网友爆料称，该

校要求“头盔、书包同进校园”，少一样都不

让学生进。在如此高压政策之下，安全意

识怎会深植于心？

如此乱象，不是个例。本该以育人为己

任的教育者，却屡屡把政策经念歪，岂不令人

痛心？略显奇葩的行径，早已和教育的本质

背道而驰。教育者打着“一切为了学生”的幌

子，却让观者感到高高在上、简单粗暴、缺乏

温度，其实质是学生的感受被轻视、尊严被践

踏、权益被损害。

“立德树人”“以生为本”，不是空洞的口

号，而是体现在学校的措施落实、服务保障、

教育引导上，体现在校长、教师的一言一行

中。所谓“眼里有学生，心中才有办法”，多一

些对学生的关心关爱，就会多一些教育智慧，

而少一些形式主义、冷漠浮躁。

以生为本，多一些教育智慧

□夏熊飞

出于对学生交通安全的考量，学校积极

配合“一盔一带”行动，要求乘坐这两类交通

工具的学生佩戴头盔上下学，本是好事。但

配合支持不能变成“一刀切”的加码执行，甚

至要求走路与乘车上下学的学生也戴头盔，

这样的画面滑稽而荒诞，充满讽刺意味。

学校“一刀切”要求所有学生戴着头盔进

校园，可能出于两种原因：一是形式主义作

祟，通过加码来显示自己坚决落实上级部门

的要求，以便在各类评先评优中获得“加分”；

二是懒政，要区分学生是乘坐摩托车还是走

路上下学，进而精准判定哪些学生需要戴头

盔，显然不是件轻松的事，索性要求大家全都

戴上头盔，这样就不容易有“漏网之鱼”，学校

也省去了甄别这一环节。

可无论是形式主义作祟还是懒政，学校

在把“好处”与“方便”留给自己的同时，却给

部分学生、家长造成了困扰和不便，也加重了

一线教职工的非教学任务负担。除了开展正

常教学和应对各类迎检、行政事务，现在还得

天天盯着学生是否戴着头盔进校园，岂非大

大消耗了教师本就有限的时间与精力？

对于上级部门的任务及要求，学校在执

行过程中贵在不偏不倚，不敷衍应付。“一

刀切”加码执行，可能暂时省掉了不少烦琐

的工序，但是造成了无谓的“内卷”，伤害了

教育，消磨了公信力，终究要付出代价。正

如该事件中的这所小学，成为舆论的众矢之

的，这对于一所基层学校而言，压力不可谓

不大，值得所有学校警惕。

学校不能加码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