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邓海建

10月16日，一场围绕“流动科

学课”和“短视频与中小学生科学教

育调研”的分享会在京举行。教育

领域学者、教师、科普视频创作者们

共同探讨如何利用新媒体短视频助

力乡村中小学科学教育，解决资源

短缺难题。事实上，从教育信息化

1.0时代开始，如何利用互联网技术

解决乡村中小学教育资源短缺等难

题，始终是各级教育部门、学校以及

教育企业努力的方向。

短视频，长收益。越来越受孩

子欢迎的短视频，成了基层教育公

平的“大杀器”。比如近年来，从党

中央到教育部，多项教育政策都明

确指出，要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

学教育的加法。今年2月，中国科技

馆、教育部宣传教育中心、抖音联合

发起2024“流动科学课”科普活动。

截至10月，该活动已在6省18个城

市30所中小学校落地。活动目标

是瞄准科学教育基础薄弱地区，为

学生提供优质科普资源，并招募优

秀的科普专家志愿者，助力乡村青

少年的科学素养提升。

当短视频成了“云课件”，科学教

育更有效、更有趣。不久前，教育部

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

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

见》，从课程教材、实验教学、师资培

养、实践活动、条件保障等方面强化

顶层设计，全面部署新时代中小学

科学教育。一方面，短视频的互动

性和趣味性，能激发学生对科学探

索的兴趣，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和学

习动力。另一方面，更多平台、社会

力量关注乡村学校，为科学教育基

础薄弱地区学生提供优质科普资源，

助力乡村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提升。

融媒时代，万物互联。作为互联

网原住民的当代青少年，习惯于短视

频等新媒体的濡染。数字胜于雄辩：

《短视频生态下中小学生科学教育

研究报告》对我国中西部河南、甘肃、

四川、广西、陕西5个省份的4332

名小学生和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在中小学生了解科

学知识的各种渠道中，短视频和视

频占比达66.5%，仅次于课堂学习，

位列第二。科普知识类短视频成为

最吸引中小学生的短视频内容，看

过科普短视频的中小学生对科学感

兴趣的比例比没看过的高出21%。

超过九成的中小学生认可短视频补

充了科学教育资源。

短视频不是洪水猛兽，用得好，

它可以是教育公平的推进器。今年

2月26日，耄耋之年的刘嘉麒院士

再次扛起科学教育大旗，成为“流动

科学课”的首批专家团队成员之一，

赶赴广西壮族自治区。刘嘉麒院士

在课堂上为学生揭晓了地球演化历

史，讲述了地球科学对人类社会发

展的重要意义；抖音科普博主郝博

伟揭秘了彩虹里蕴含的光学奥秘；

海洋知识传播者李宗剑则通过有趣

的贝壳结构来引出数学、天文学的

知识……试想这些内容若制作成形

式多样、载体多元、碎片传播的短视

频，帮助青少年揭示科学知识之间

的内在关联，必会使看似小打小闹

的“零食”变成“正餐”、睡前“读物”

逐步晋级为特色“教材”。

有趣才能“被看见”，有效才能

“值得推”。短视频“云课件”正在改

变学生获取知识的常规路径。我国

科学教育进步良多，但仍存在基础

总体薄弱、区域发展不均衡、科学教

育资源尚未有效整合、师资力量薄

弱、实践教学实施程度较低、拔尖创

新人才早期发现和培养机制仍需突

破等问题和不足。事实上，《2023

抖音科学实验数据报告》显示，目前

抖音上已有473万个科学实验相关

视频，累计收获492亿次播放，累计

播放时长超过1629万分钟。按每

堂课45分钟计算，相当于36.2万

节实验课。2023年，抖音科学实

验搜索数据同比增长了230%。短

视频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降低了

获取知识的门槛，科普创作者用最

简单的方式、最便宜的价格、最方便

的材料，让科学实验成为“爆款”，让

科学的正能量赢得基础教育的“大

流量”。

上“数”入“云”，科学精神薪火

相传。知识普惠梦想照进现实，短

视频成为“没有围墙的学校”。希望

出现更多更好的“云课件”，从而解

锁知识公平传播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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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书写能力不应被弱化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据半月谈报道，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台账显示，今年1月至

8月，该局共收到128条举报教师的信息，经调查，仅7起举报基本属实。数字对比

之悬殊，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扩大化举报甚至不实举报的关注。

▲

●PPT只是工具，引发反感的不是PPT本身，

而是PPT滥用、弄虚作假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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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丽的纸面科研不可取

短视频“云课件”带来
知识传播的更多可能

●短视频的“横空出世”极大地降低了获取知识

的门槛。希望出现更多更好的“云课件”，从而解锁

知识公平传播的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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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师的不实举报之风，该刹！

□程振伟

最近，科研界的“纸面科研”让

院士直接开怼。“现在了解情况很

困难，PPT（幻灯片展示）里的水分

很多。”“那些华而不实的PPT自欺

欺人、掩盖问题，要不得！”一位院

士在会议中批评科研PPT浮夸，引

发热议。实际上，PPT只是工具，引

发反感的不是PPT本身，而是PPT

滥用、弄虚作假之风。

作为重要办公管理工具，PPT

的“双刃剑”特性正越发凸显。一

方面，PPT汇报以其直观、美观、“看

得见的逻辑”，常常让汇报者“光彩

四射”；另一方面，PPT展示的“预设

先行”“分不清到底是真实内容还

是注水”，也让听者头疼不已。当

前，一些科技公司高管旗帜鲜明反

感PPT汇报，认为其“形式大于内

容”“华丽掩盖了细节”。那么，从

企业吹到高校，特别是科研管理中

的PPT汇报风，应该如何看待？

我们要看到，在科研管理中

PPT汇报看似高效，实则容易掩盖

问题。科研管理是推进科技发展的

重要手段。在科研管理中PPT汇报

是普遍形式。对管理者而言，PPT

汇报能提升效率，或许通过这种视

听化呈现方式只需半天就能浏览几

十个项目。但PPT本身的“华丽性”

“自带逻辑性”“营造出的细节感”，

很容易让听汇报的人看到不少“形

式大于内容的东西”“或与真实情况

相去甚远的信息”。企业界的“PPT

造车”殷鉴不远。而搞科研，最要不

得的就是弄虚作假，最要去除的恰

恰是文过饰非。

要看到在科研工作中PPT可

能带来的对深层思考、潜在创新的

扼杀。对于PPT，批评者中最有代

表性的当数苹果公司原CEO史蒂

夫·乔布斯。他反对人们将PPT演

示视为思考的替代品，倡导直接面

对问题并进行讨论。亚马逊高管

杰夫·霍尔顿曾在创始人贝索斯发

邮件“禁用PPT”之后表示，PPT掩

盖了思想，抹平了轻重关系，弱化

了观点间的内部关联，“幻灯片不

能充分反映现实中的沟通机制，很

容易把一些隐藏在重要观点背后

的内容遗漏了”。同样的道理，在

科研领域如果PPT当道，很可能带

来“预设的成果先行”“言过其实、

花里胡哨”。科学研究面对的是未

知的世界，需要向“科研发现的无

人区”进军，而不是要外在包装得

多么好看、多么华丽、“让人听得有

多满意”。也就是说，任由重形式

而非重内容的PPT泛滥，将威胁到

科研应该具有的务实精神、真实

性、问题意识、创新意识等。这大

约也是院士批判注水科研PPT的

根源之所在。

PPT不是洪水猛兽，但需警惕

的是搞“花架子”的PPT。科研界尤

其要挤掉PPT汇报中的水分，莫再

打着高效的旗号做那些华而不实

的表面文章。搞科研的人，不可能

不用PPT，但也别滥用PPT。在科

研领域，真正鼓励的是扎实做事，

最反感的永远是投机取巧。

□吴维煊

为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传承

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教育部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

知》，提出坚持育人为本、尊重规律、守正创新、

系统推进的原则要求，明确要培养学生掌握正

确的书写坐姿和执笔姿势，以养成良好的书写

习惯。

身处网络时代，很多人需要写东西时，首先

想到的是电脑而不是纸笔。仿佛离开电脑就不

会写字，提起笔就觉得脑袋空空；打起字来速度

很快，拿起笔来很多字却写不出来。当人们习

惯于以键盘代替纸笔，汉字的书写能力正在被

逐渐弱化。

汉字是中华文化的根，是滋养我们生存与

发展的土壤，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瑰宝，是

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汉字也是世界上最古老

的三大文字之一，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

字体系。汉字是世界上少有的形、音、义结合得

十分完美的象形文字，汉字有形可识、有音可

读、有意可寻，给人以美的享受。

如何将汉字传承下去？书写是重要的途

径。如果忽视书写，汉语应用能力就会退化。

缺乏对汉字书写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影响公民

素质，也会影响文明的传承。如何解除“键盘时

代”的“书写危机”，不由得引人深思。

重视汉字书写，应从中小学生抓起。教师

要用自己良好的书写习惯影响学生。教师一手

漂亮的字，会激发学生书写的兴趣。在教学实

践中，教师要对自己的书写树立高标准，做到执

笔方法、写字姿势规范。因此，教师在课堂上不

能仅仅依赖PPT，以致让板书成为稀罕物。

教师不仅要重视汉字书写，还要培养学生

对汉字的尊崇。要让学生热爱母语，发现汉语

的美丽与独特，培养学生对汉语言文字的高度

热爱。要让学生意识到，学好母语、写好汉字不

仅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不仅要让学生

认识汉字、会写汉字、会用汉字，还要让学生掌

握汉字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基因、哲学智慧、伦理

道德、风俗习惯和审美意识，为传承汉字打下坚

实的基础。

在日常的教学中，教师应引导学生尽量少

用手机及平板电脑，多用纸笔。此外，还要通过

多种形式提高学生的书写能力，比如开设硬笔

及软笔书法课，开展汉字书写比赛，发动学生设

计黑板报、手抄报。

规范汉字书写能力是中小学生必备的基本

技能，是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重要体现。学校

教育应以母语教学为突破口，通过语言文字讲

好中国故事，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大学教室装监控，
需再审慎些

近日，某高校在大部分教室一前一后安装了双摄
像头，直到开学启用才向学生发布通知，此举引发争
议。校方回应称，其目的是提高教学质量，监测学生
在课堂上的行为。近年来，智能监控设备进课堂屡屡
引发舆论交锋。事实上，姑且不论“无死角录音录像”
用于大学课堂管理有无必要，高校想通过新技术、新
设备来实现高效管理，是否先要尊重学生的知情权？

（王 铎 绘）

向不实举报亮剑，
为教师撑腰

□陆玄同

对不实举报这股歪风，务必坚决亮剑！

对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教师，要旗帜鲜明地

撑腰鼓劲；对不实乃至恶意举报教师者，要依

规依纪依法予以严肃处理。

纵观过往一些被报道的扩大化举报，要

么是对教师提出各种无理要求，要么是故意

炒作，恶意打击报复，以此污名化教师和学

校。从一些家长所谓的举报内容来看，诸如

作业布置得“太多”或“太少”，对学生太温柔

或太严格，回复信息太晚，当着学生吃外卖、

没经验带不好班等，更像是情绪化的“胡

闹”。事实上，哪些行为属于违背师德师风之

举，大家都心知肚明，而诸如教师在教学业务

等方面的做法，岂能任由外人横加干涉、指手

画脚？

当下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扩大化举

报，甚至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师等行

为，已然脱离了监督本身。如果不及时刹住

这股歪风，教师就会困于自证，选择躺平，陷

入“不敢管、不愿管”的困境。这种多输局面，

是教育不能承受之重。

对于此种行为，教育部已向社会表明态

度和立场。去年 8 月，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明确指出，对教师的不实举报要及时澄

清，公开正名；对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教

师的蹭流量行为坚决回击，维护教师的合法

权益。

作为学校，切不可纵容部分家长的肆意

妄为。学校务必从源头入手，建立家校、师

生之间平等互信的沟通机制，为家长的合理

诉求提供合理化的解决方案。要让家长们

明白，对于一些教育领域的不正之风，家长

有必要拿起举报的武器，向学校和相关部门

投诉和反映，共同助力教育生态的良好发

展。但如果借着举报的名义，走向失实、夸

大乃至造谣、抹黑，给相关教师造成权益损

害，举报者必须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

于一些不实举报乃至恶意举报，相关部门理

应依法依规追究相关涉事人责任，让其付出

应有代价。同时，要畅通内部监督渠道，完

善教师权益保障机制，让教师能够抬起头教

书，挺起脊梁做人。

□夏熊飞

碰到师德师风问题，家长不是不可以监

督，但这种权利不能异化成拿着放大镜去挑

剔。无论是此前的湖北省一小学教师并无失

德行为却多次被“找茬”，还是西南某基层教

育局“半年多来共收到 128 条举报教师的信

息，经查仅7起基本属实”，都像是一面面照妖

镜，照出了家长群体里显露的真问题。

投诉及举报，本是学生、家长的正当权

利，这种监督也有利于改进学校管理、促进教

师更好地教书育人。可这种权利一旦被滥

用，甚至到了让一线教师为之所困、如履薄冰

的地步，那受伤的除了教师，还有广大学生群

体乃至整个教育生态。

不实乃至恶意举报不仅把教师折腾得够

呛，也寒了他们的心。更令人揪心的是，这让

教师在教书育人中变得愈发小心翼翼。正如

该报道中的121条不实举报，一组简单的数据

背后，却不知耗费了多少教师的时间和精力

来应对与“自证清白”。当教师备受这些不实

举报的侵扰，他们备课、教学、育人的精力自

然就被分散了，职业荣誉感、获得感和责任感

也会因此降低。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他们会

时刻小心，避免再次陷入被举报的境地，教学

质量极有可能因此大打折扣。

没有谁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在一个教

师不敢干涉的教育生态里，没有谁愿意看到教

育现状越来越失控。可当教师不敢严格管教

学生、当教师开展教学教研的时间和精力被白

白耗费、当教师时刻想着的是如何确保自身的

“清白”，学风校风、班级纪律、学习成绩都可能

因此滑坡，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恰恰是学生群

体。长此以往，整个教育生态都将遭到破坏。

可见，那些动辄以不实信息举报教师的

家长，务必要审慎对待和使用投诉举报这一

“大杀器”。教师和家长本应是教育事业的

“盟友”，别让泛滥的针对教师的不实举报瓦

解这种同盟关系，深深“背刺”教师，最终害人

害己。

别再轻易祭出投诉举报“大杀器”

□李 平

举报教师的信息，其中仅7起基本属实。

数字的背后，是教师难以承受之重，实在令人

唏嘘。

事实上，西南某基层教育局提供的数据

并非个案。近年来，各种教师被举报、被投诉

的奇葩新闻层出不穷。此前有媒体报道，在

一些学校，扩大化举报正在影响教师的教育

教学。有一所高中，几乎每周都要处理一到

两起举报，其中不少举报纯属子虚乌有，这不

仅让教师倍感压力，也让学校常常陷入两难

境地。然而，这股风气何以愈演愈烈？面对

此种现象，又当作何反思？

尊师重教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教师本

是个备受社会尊敬的职业，所谓“为人师表”

“严师出高徒”“世之为人师者，当以教化学子

为己之职志”，皆是为师之道。而身为学生，

一般而言，都会感恩教师的教导和指引。而

今，教师的管教非但换不来感恩之心，反而遭

到花样迭出的举报和投诉。因为这些不实乃

至恶意的举报，教师变得越来越噤若寒蝉，越

来越不敢管教学生。长此以往，必将伤及教

育之根本。

别让家校关系陷入信任危机。当前，家

长或学生对教师发起举报，门槛很低，渠道很

多，只需随手一个电话，或者在社交媒体发一

条动态，即可达到目的。但由此给教师和学

校带来的，却是无穷的烦恼，也让原本应该和

谐共赢的家校关系走向恶性循环。好的教

育，是家长信任教师、教师全力以赴，而家长

动辄投诉和举报，无异于把教师推向对立的

一面，注定没有赢家。

对不实举报坚决说不，别再以“和稀泥”

的态度来讨好部分难缠家长。毋庸置疑，绝

大多数教师都在扎实工作、潜心育人，绝大多

数家长都是和学校相向而行、步调一致的。

少数家长名为行使监督权利，实则是无中生

有甚至诬告，以达到实现自己一己私利的目

的。少数人滥用投诉举报权利，造成的恶果，

何以要所有人咽下？不得不承认的是，眼下

无论是教育部门还是司法部门，对不实举报

的处理仍欠缺力度。相关部门是时候对此引

起重视了。

不实举报何以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