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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长陪餐”有必要吗？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在近日举行的第三届青少年心理安全论坛上，一份关于“问题

学生”及其教育的问卷调查引发关注。调查显示，有32566名受访者认同“问题学

生”这一说法，占比高达85.8%。“问题学生”这一标签已经被广泛接受，并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学生的看法和行为评价。

▲

社会认同“问题学生”标签，折射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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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教育中出现的真问题，本着

“真正为了学生好”的初衷，做到能改则

改、应改尽改。如此，许多问题或许就能

迎刃而解。

正视问题的校园“微改革”
不妨多一些

□李 强

就在不久前，舟山市普陀

区公布了首届中小学“新优质

课堂”评比结果，在武岭中学

工作才一年的新教师陈涛榜

上有名，获奖理由是“课堂亲

和力和互动性强，学生调查满

意度排全校第一”。

新教师上榜“优质课堂”，

这在以前还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从普陀区教育部门负

责人给出的数据来看，近3年

区内教师获省市级优质课一

等奖的有18人，年龄集中在

35周岁上下，获奖者几乎都

是中青年骨干。

新教师教不出优质课？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关键还在

于评价优质课的“指挥棒”重

点向“上好一节课”倾斜。在

普陀区，以往优质课要靠团队

打磨很久，过度追求完美，与

常态课存在脱节。层层推荐、

选拔下来，获奖者几乎都是中

青年骨干。而改革后的“新优

质课堂”评比，不设置任何门

槛，所有学科所有教师均可参

加，不以一节课论英雄，改为

考察教师整个学期的课堂教

学。这也意味着“上好每一节

课”成为评价导向，新教师只

要认真上好每一节课，自然就

有机会上榜，从而摆脱因资

历、经验等方面不具优势而无

缘“优质课堂”的尴尬。

课堂教学是一场持久的

马拉松，不是靠依赖瞬间爆发

力的短途冲刺。从学生的角度

来说，需要教师给出的不是某

一堂课，而是每一堂课。正是

基于这样的需求，普陀区带着

“课堂是教育的主阵地，真正的

优质课应该在日常中”这一朴

素的初衷，启动首届中小学“新

优质课堂”评比活动。现在看

来，这改变的不只是以往让学

生来配合教师上好一堂好课的

模式，还能及时发现以往“埋

没”在人群中的一些教师。这

样的校园“微改革”，可谓改到

点子上、改到要害处。

梳理一些校园“微改革”

成功案例，基本上都体现了一

个宗旨，也就是我们常挂在嘴

边的“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

子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孩

子”。远的不说，就说河北邯

郸一高中日前颁布的“女生可

以留长发”新规定。该校从

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不再

强制女生留统一的齐耳短

发，她们也可以留长发，只要

束成干净利落的马尾辫即

可。学校还会给学生宿舍配

备吹风机。一个小小的变

化，尊重了学生的审美需求，

引来学生的一片鼓掌及欢

呼。事实上，一直以来，对中

小学生的具体发型、头发长

度，教育主管部门并无统一

规定。所谓“约定俗成”的一

些限定，说白了还是出于“方

便管理”的考量。

教育即生长，这样的校园

“微改革”不妨多一些。正视

教育中出现的真问题，本着

“真正为了学生好”的初衷，做

到能改则改、应改尽改，如此，

许多问题或许就能迎刃而

解。这样的改革也一定能赢

得师生的广泛支持。

对幼儿体罚零容忍是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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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方法，不

仅会对幼儿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

害，还会影响其成长和发展。从幼儿

健康成长的角度上说，对体罚零容忍

是必须遵守的底线。

□谢伟锋

一段时间以来，极个别幼

儿园教师对幼儿进行体罚或

者变相体罚，不仅对幼儿的身

心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也

引发了全社会对幼儿教育方

式的深刻反思。日前，学前教

育法审议通过，将于明年6月

1日实施，其中明确幼儿园教

师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对待儿

童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等三种

情形将受到处罚。

幼苗成长为大树，离不

开全社会提供的优良土壤。

学前教育法为学前教育发展

和幼儿成长提供了强有力的

法治保障，其中对于禁止体

罚或者变相体罚所表达出来

的零容忍态度，引发关注。

在学前教育阶段，简单粗暴

的教育方式方法，不仅会对

幼儿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

害，还会影响其成长和发

展。从幼儿健康成长的角度

上说，对体罚零容忍是必须

遵守的底线。

幼儿对外界刺激和冲击

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有时

看似无心的动作，却能给他

们带来心理和身体的双重伤

害。正因如此，幼儿教育工

作者更需要清晰什么是“有

所不为”。

“不得体罚”的共识既已

达成，那么，体罚的范围具体

是指哪些呢？今年3月，河南

省焦作市山阳区教育局就

“一幼儿园教师推搡学生”发

布情况通报，两名涉事教师

停职。有人说这个处罚重

了，而这恰恰彰显了对于体

罚零容忍的态度。类似案例

就是最好的提醒，也让更多

幼儿教育工作者有了“令行

禁止”的概念。

法有禁止不可为。学前

教育法对于禁止体罚的着重

强调，有助于每一个幼儿都

能在爱与关怀中健康成长。

但也要看到，在现实层面，部

分幼儿园教师时常有一种

“无力感”，因为幼儿心智不

成熟，更容易做出一些出格

的事情。是“严厉管教”还是

“听之任之”，考验着教育者

的智慧和耐心。不过，不体

罚不代表不批评，在尊重儿

童人格和情感的前提下进行

有效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

有益儿童成长。

在推动广大幼儿园教

师涵养仁爱之心的同时，

也要给予幼儿园教师更多

关爱。作为从事启蒙教育

的幼儿园教师，需要付出

更多的爱心和耐心，更需

被尊重。因此，要用心倾

听幼儿园教师的诉求，关

注他们的职业发展前景，

增 加 他 们 专 业 培 训 的 机

会，助力他们不断提升教

育教学水平，在全社会范围

内增强学前教育工作的归

属感……唯其如此，才能不

断提升幼儿园教师的职业

幸福感，让他们更有心力

去爱孩子，积极构建和谐

共生的师幼关系，以更加

开放、接纳的心态倾听幼

儿的想法，营造更加民主

平等的互动氛围。

生命岂可儿戏

近期，“死亡游戏”又以“梦回大唐”或“死亡
三秒”之名再度流行于部分校园，引起社会广泛
关注。“死亡游戏”非常危险，严重者可致窒息
死亡。学校和家长要严令禁止学生尝试“死亡
游戏”。与此同时，监管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
平台要严防死守，彻底封杀“死亡游戏”。

（王 铎 绘）

□廖卫芳

据报道，为强化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安全管

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专项整治

工作，预防食品安全和食堂管理事故，某市教育局

推出局长陪餐制：陪餐人员为市县两级教育局局

长，分管副局长、机关处（科）室负责人；陪餐地为

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食堂或者从校外供餐单位

订购食品向学生提供餐饮服务的中小学校、幼儿

园。原则上陪餐人员每月到中小学校、幼儿园陪

餐不少于一次。

近年来，各地不少学校食堂屡屡爆出食品安全

问题，不仅损坏了学校的声誉和形象，而且也威胁

着学生的健康和安全。为此，一些学校纷纷推出校

长陪餐制，其目的就是通过校长陪餐，既可全面了

解学生对食堂菜品的意见和建议，又可加强食品卫

生和安全管理。可以说，有了校长陪餐，学校食品

安全确实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但笔者以为，推行局长陪餐制容易沦为形

式。表面上看，有了教育局局长、副局长等教育

行政官员的陪餐，从校长到食堂工作人员都会高

度重视食堂的菜品质量、食品卫生等，有利于保

障食品安全。但事实上，如果局长、副局长只是

蜻蜓点水式陪餐，那么很难起到监督学校食堂食

品安全的作用。相反，这很可能沦为一种作秀。

再者说，局长陪餐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学校的

正常秩序，也很可能会因为这样的制度而出现一

些造假行为。

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学校食堂的食品安全管

理，确实很有必要，但完全可以通过更为稳妥的

方式来实现。近年来，不少学校已在如何保障食

品安全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尝试。比如，在一些

地方，学校普遍推行师生同餐同菜制，既让学生

和家长彻底消除“食堂饭菜不好吃不卫生”的顾

虑，又让学校领导和教师切实了解到学生对饭菜

的需求，这显然有利于学校听取学生呼声，及时

调整菜品。再如，有的地方督促学校推行“互联

网+明厨亮灶”的监管方式，既能让食堂常态化地

接受学生和家长的监督，又能让食品安全得到有

效的保障。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不妨多推出一些类似师生

同餐同菜制、“互联网+明厨亮灶”等有效、长效的

务实举措，切实管理好、经营好学校食堂，把学校

食堂打造成“放心食堂”，从而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吃得健康、吃得安全。

多措并举，
减少所谓的“问题学生”

□李 平

“问题学生”是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复杂现象，其

形成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在唯分数论的教育环

境下，学校和家庭往往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

当谈论起“问题学生”时，往往指的是对学校教育不

适应，难以融入学校学习，有各种学习适应性问题、

人际问题的学生。也就是说，家长和教师口中的

“问题学生”，其核心是指向学业的。

而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学生们觉得自己

“遇到的最大困难集中在学习方面，尤其是考试和

学习成绩”。受访学生认为，除个人因素外，造成

困难的第二大因素是家庭因素，占比 22.62%。排

在首位的家庭因素是“父母对学习要求严格，给了

自己很大压力”；其次是“父母与自己交流的方式

让人觉得不舒服”；再次是“父母关系紧张/破裂/家

庭暴力”；最后是“父母对自己的控制欲很强，让人

觉得窒息”。而同伴因素和学校因素，分别占比

17.2%和15.8%。

切勿再给那些在学业上暂时落后的学生，轻易

地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要想从源头上减少所

谓的“问题学生”，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共同努

力。家长要积极学习科学的教育方法，与孩子建立

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为孩

子营造温暖、和谐、有爱的成长环境；学校应建立科

学、公正的评价标准和评分体系，减少主观因素的

影响，尊重学生的个性和差异，通过多种平台及活

动，挖掘学生的闪光点，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展示

自己；教师作为教育的直接实施者，应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重塑学生的自信心。

在学生心理健康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们不

能再让“问题学生”这一标签成为束缚学生成长的

枷锁。别再让家长教育和学校教育本身，成为学生

成长“问题”的一部分。唯有摒弃旧有的教育价值

观，树立全面发展、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多一些理

解与爱，多一些正确的教育观念、科学的教育方法，

方能让那些被“问题”阴影笼罩的学生拨云见日，点

亮他们深受困扰的心灵。

□夏熊飞

当学生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大部分

教师、家长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改变他们，而忘了

思考这样几个问题：这个标签当中的“问题”指

代的是什么？是学生有问题，还是学生遇见了

问题？如果答案是后者，我们有没有反思过这

些问题又源自何处？

很多学校的办学宗旨中都有“以学生为

本”的理念，可在实际教学与管理工作中，分

数、升学率等反而喧宾夺主。学生的需求被忽

视、个性得不到尊重，他们仿佛成了教育流水

线上一件件批量生产的标准化产品。无益于

提高分数、升学率的行为都可能被当成“问题”

被严格禁止。在这样紧张而压抑的氛围之下，

学生的确容易出现问题，也容易被认定为“问

题学生”。

家庭教育出现问题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并且

呈现出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家长对孩子的教

育不闻不问，将所有的教育责任都理所当然地推

给学校和教师，缺乏对孩子的关心、陪伴、沟通，

孩子遇到难题、困惑无法从家庭中得到理解与

帮助；另一个极端则是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大包

大揽、盲目加码，紧张的学习压力无法在家庭中

得到释放与纾解。无论是哪一种，最后都会导

致孩子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此外，现在的

学生触网年龄越来越低，一些网络不良信息对

他们尚未成型的三观容易造成冲击，导致其出现

网络沉迷、心理健康问题等。

孩子出现的种种问题乃至心理疾病，需要

教师、家长提供帮助和支持，而不是对“问题”背

后的深层次原因视而不见。

因此，唯有改变全社会对“问题学生”的偏

见与刻板印象，直面教育、评价等各方面的问

题，着手改善，营造健康的教育生态，并直面孩

子遇到的“问题”，进而对症下药，才能让所谓的

“问题学生”真正摆脱困境，也才能培养出更多

个性健全、身心健康的学生。

□冯海燕

从这份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超过八成的

受访者接受“问题学生”这一标签，还是多少让

人诧异：是时下社会的包容度低了，对学生过于

苛求，评价标准过高；还是而今令人头大的学生

真的太多？

厌学、多动、社交障碍、沉迷网络……不可

否认，现在孩子身上的问题五花八门，不管占了

哪一样，都可能会让家里“鸡飞狗跳”或“阴云密

布”，也可能影响班级纪律乃至校园的文明与安

全。只是，“金无赤金，人无完人”，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十全十美的。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

旭明表示，理论层面其实并没有“问题学生”这

一概念，“问题学生”也没有一把可供衡量的标

尺。当成年人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学生，以自

己心目中“好学生”的标准去要求学生，主观、随

意地给他们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那么所谓

“问题学生”只会越来越多。

社会认同“问题学生”标签，这倒的确是个

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还调研了16046名学

生。多数学生表达了对“问题学生”标签的负面

感受：不被理解、感觉被区别对待、比较害怕、感

觉很差劲、无药可救、很悲伤……也就是说，一

旦被贴上“问题学生”的标签，学生就可能被孤

立、被歧视，从而自暴自弃、一蹶不振，而成年人

也可能因此降低对他们的期望，淡化自己的教

育职责。这可能导致学生身上的问题被无限放

大。只要这个问题横亘在这里，那么对孩子的

成长注定有百害而无一利。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个体，都有

自己特定的花期和成长节奏。倘若有人一时半

会儿没有长成我们理想中的模样，谁又能说他

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不会大放异彩？我们要做

的，不是怀疑、否定、打压，而是时时关注、悉心

浇灌、静待花开。

认同“问题学生”本身是个问题

是学生有问题，还是学生遇见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