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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2017：让更好的教育来得
更快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日前，由芥
末堆主办的GET2017教育科技大会在北
京举行，与会者就全球教育现状与未来发
展趋势、当下最新教育科技产品进行了交
流与探讨。芥末堆创始人梅初九分享了
自己对行业、科技、学习和时间的再定义，
以及对教育行业发展的判断和预期。据
了解，此次大会共划分为K12、早幼教、双
师、职业教育、素质教育、人工智能、少儿
英语、教育公益等十多场教育科技论坛。
同时，有上百家企业进行展出。

江苏“教海探航”征文竞赛颁
奖大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陈燕生） 11 月 19
日，第29届江苏省“教海探航”征文竞赛
颁奖大会暨苏派与全国名师课堂教学观
摩研讨活动在江苏省宝应县举行。本届
征文活动共评出特等奖 10 篇、一等奖
190篇。活动期间，青年教师进行了同题
教学展示与研讨活动，江苏省内及全国
名师进行了现场课堂展示。除现场参与
的千余名教师外，还有近十万名教育工
作者通过网络直播收看了颁奖活动及全
国名师课堂教学观摩研讨活动。

据悉，该活动起始于1989年。29年
来，累计约10万余名教师参与。

打造民办教育发展与教育精
准扶贫的“独山样本”

本报讯（记者 吴绍芬） 11 月 17 日
至 19 日，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
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兴农中学承办的

“贵州省独山县民办教育发展与教育扶
贫机制创新研讨会”举行。独山县委书
记潘志立介绍了民办“领办”公办教育发
展的成功经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院长马涛认为，“领办实现了机制、理念
的输送”，形成了优质资源向贫困偏远地
区扶贫、民办教育和教育扶贫的新路
子。活动期间还举行了人民教育出版社
发行的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当代民办教
育家》丛书第一本——《蒲邦顺办学思想
及实践》首发式。

第十一届全国少年儿童美术教
育理论研讨会探讨美育创新

本报讯（通讯员 胡祥） 11月20日，
全国家庭亲子阅读活动现场会暨第十一届
全国少年儿童美术教育理论研讨会在湖北
省宜昌市举行，专家学者与一线教师共同
探讨当代儿童美术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立新提出，美
育仍是教育事业中的薄弱环节，比如地
区发展不均衡、学生参与性不够等，希望
研讨会就美术教育创新、美术教育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等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其他与会专家也从艺术课程建设、
建材编写等方面阐述了各自对美术教育
发展的观点。

未来教育创新周关注教育变革
本报讯（通讯员 吴晖湘） 11 月 18

日，“未来教育创新周”系列活动之“未来
教育与课程变革”研讨会在教育部学校
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举行。本次研讨会围
绕大数据、AI 等新业态趋势，聚焦教育
形态变革下的未来学校发展与未来教育
创新展开讨论。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
展中心研究与数据处副处长张智等专家
现场解读了未来学校研究与实验计划，
深度探讨大数据技术与学情分析、基于
AI的创新智慧课程体系建设等问题。

第七届读用《北京教育丛书》
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宋鸽） 11 月 14 日，
“北京市中小学教师阅读论坛暨第七届
读、用《北京教育丛书》征文活动启动仪
式”在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举
行。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北京教育学院相关领导以及
教师代表等 350 人参加会议。会上，朱
永新就“专业阅读造就幸福教师”与现场
教师进行交流。《北京教育丛书》的作者
围绕阅读经历、阅读内容、阅读方法、阅
读的组织和与会者进行讨论。会议期间
同时启动读、用丛书征文活动。

北京市大成学校办学实践研
讨会举办

本报讯（通讯员 王镱达） 日前，以
“特色有成，成长有道”为主题的北京市
大成学校的课堂教学和办学实践研讨会
举办，来自北京市教委、丰台区教工委、
中国教科院的专家学者以及丰台区 200
多位校长教师共同参加研讨。丰台区教
工委书记薛红认为，大成学校关注学生
成长体验、个性发展和核心素养的提升，
并在艺术特色教育，国际理解教育和体
育特色教育等多方面进行了深刻思考。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教育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教育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吗？
当然不需要。所有的教育者都希冀

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如陶行知先生所
说：“师生彼此崇拜，培养出值得彼此崇
拜之活人。”但现实却总有距离。近年
来，为教育事业付出生命代价的又何止
鲍方一人？学生杀师案屡有发生，实在
令人痛心。

2015年 12月，湖南邵东创新实验学
校。严格又慈爱、被学生私下称为“照顾
小鸡的母鸡”的腾老师，在办公室约谈学
生龙某及其家长，被龙某持刀杀害。究
其原因，竟是因龙某成绩下滑，腾老师希
望他能尽快收心。

2013 年 9 月，江西抚州临川二中。
一名高三学生因不满班主任孙老师的严
格管理，将其残忍杀害。令人扼腕的是，
80后的孙老师女儿尚未满周岁。

2008年 10月，山西省朔州二中。一
名教师被高一学生刺死，杀师的学生留
下“死亡笔记”，“我就是个坏学生，还坏
到家了……我恨老师，恨学校……我要
发泄，我要复仇，我要杀老师”。

2006 年 9 月，湖北天门市某校。一
高三复读生徐某在班主任刘老师查寝
时，趁其不备用刀将其刺死。刚陪儿子
过完4岁生日的刘老师年仅29岁。

……
惨象，已经使人目不忍视。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但如今，教师

的生命被夺取的案例却时时如梦魇般存
在。当一个个少年向自己的恩师挥起屠
刀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早已被他
们抛诸脑后。

我们的学生怎么了？为什么教师非
但得不到尊重，反而要以鲜血来偿还，以
生命为代价？连日来，苏州一中特级教
师王开东发出的这一系列追问，成为人
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难题。

谁之过

痛定思痛，我们仍要追问，到底谁是
罪魁祸首？

监护缺失和娇惯纵容的家庭教育，
急功近利和政绩第一的教育理念，矛盾
暗生和分数至上的师生关系，向来忽略
却普遍匮乏的心理疏导，一直缺席却至
关重要的生命教育……似乎个个都是这
起悲剧的帮凶之一。中青在线亦有评论
认为，根深蒂固的应试教育观念是悲剧
发生的根本原因。

不过，在知名教育专家李镇西看来，
不能在分析类似悲剧时总是责怪“应试
教育”，“不管什么教育，都没有教学生杀
人”。西南政法大学特殊群体保护与犯
罪预防研究中心主任袁林亦认为，不能

将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简单归咎于社会
外因。“内因的重要性在于它在每个人身
上的表现都不一样。”袁林表示，这就需
要教育工作者体察入微，尽量和受教育
者成为朋友，去了解他们真实的想法，而
非管理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设定。

袁林的指向，还是学生的心理健康
问题。舆论也普遍认为，罗某的偏执性
格是引发悲剧的主要原因。

有分析认为，与此前发生的一些“杀
师”案相比，杀师者大多属于成绩较差、
调皮捣蛋、不愿服从老师管教而怀恨在
心等情况。而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让许
多人不敢相信的是，罗某并不是一般意
义上的“差生”，而是人们心目中的“好学
生”。在不少师生看来，鲍方甚至一直把
罗某当自己儿子看待。

对此，王开东有自己的看法。
“越是优质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问

题越严重。越是优秀学生，心理健康往
往越难得到保证。”王开东表示，“原因不
难理解，一是成绩好，整个人沉浸在分数
之中，形成内向型性格。二是成绩太好，
教师和家长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压力过
大。三是成绩好的学生，在班级之中往
往遭受其他学生的羡慕嫉妒恨，没有朋
友放松地贴心交往。”

据媒体报道，沅江第三中学这所位
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省级示范中学，特
点之一是“生源条件较差”，来自农村的
学生要想取得更好的成绩，也就意味着
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付出更艰辛的努
力。而在一个封闭式管理环境内，如果
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便可能引发严重
的心理问题。沅江三中校长刘坤龙案发
后即表示，“我们学校已经许多年没有专
门的心理辅导老师了”。

“就事论事而言，建议学校以后配备
专业心理咨询师，对每个学生进行人格
健康评估分析，尤其注意人格不健全、性
格分裂、家庭关爱缺失、家庭关系紧张、
留守学生等群体。”网友子牧表示。

“偶然”的背后

作为硬币的另一面，教师如何尊重
学生的选择、如何与学生友好地相处，也
因此事引发了大讨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
认为，受教育者已日益多元化，不能再按
照同样的标准和路径要求有不同追求的
人。“尊重每个人的选择，在合理范围内
尽可能让受教育者在自然状态下发展就
是最好的教育。”储朝晖说。

言下之意，似乎指向罗某的人生态
度。据新华社报道，罗某曾经给不止一
个同学讲过，自己只想考取本市一所普
通二本学校。罗某对自己这个规划的解
释是：“我只想过轻轻松松的生活。”

但现实却是，身负教师与家长的厚
望，罗某似乎无从选择。所以，他的内心
始终有难以放下的怨恨。

“老师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成为优秀
老师，凭什么我们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最
优秀的学生呢？”王开东语出惊人，“所以，
我们要保留学生选择不优秀的权利。”

除了尊重学生的选择，处理师生之
间的小冲突也需要技巧。

“导致学生行凶的直接诱导因素是
教师占用了学生的休息时间，又责怪学
生并且给家长打电话，同时让学生转
班。我们是成人，对于休息时间被占用
也很生气，对于玩性很大的孩子更加可
想而知。”在《教师博览》发起的“鲍老师
被杀害之后”的话题讨论中，这一说法也
令不少教师同行深思。

尽管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罗某杀师的
理由，但细究之下，日常教育教学过程
中，引发师生冲突的起因大多是诸如此
类的一些小矛盾。而如何避免这些事
情，教师的处理方式也很关键。

罗某杀师只是一个偶然事件，不宜
“上纲上线”。

“正如我们不能因为个别老师恶性
体罚学生，就断言中国的所有孩子失去
了安全的学习环境一样；我们同样不能
因个别学生杀死了老师，便断言‘现在教
师生存环境普遍日益恶化，以后的教师
没法当了’。”李镇西说。

但是，反思仍不可少。一个鲜活生命
的逝去，折射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哀，带来
的不仅是两个家庭的阵痛，还有一个群体
的唏嘘与社会的阴霾。什么时候校园才
能彻底远离死亡、远离痛苦，真正让师者
乐教、学者乐学？这大概是所有教师与学
生心头之问，也是他们理想的彼岸。

“同学们，如果让你填这份家庭预算
表，你会怎么填？”11 月 17 日，安徽省合
肥市望湖小学的一间教室里，该校数学
教师佘媛媛正在和五（1）班学生进行
讨论。

这堂课的主题是“生存挑战”，每个
小组成员在教师的引导下，扮演爸爸、妈
妈、大宝等不同的“家庭成员”，每个人都
有自己相应的职责。

对于家庭预算的规划以及生活中出
现的种种“意外状况”，学生在教师的引
导下尝试寻找最佳的解决办法。

在望湖小学校园里，学生几人一组，
在一排排的桌子上摆放着自制的食物，
自种的花草，以及一些手工作品。

“一块一杯，一块一杯……”有学生
兴奋地拿着自制的梨汁向路过的教师和
学生叫卖。

“校园老字号，校园老字号！”有学生
还热情高涨地打着广告。

……
这些景象，都出现在 2017 全国青少

年财经素养教育专题研讨会暨第四届全
国阿福童嘉年华活动现场中。

本次活动通过阿福童实践体验和学
术论坛等形式，探讨如何在学校、家庭和
社区环境中将学生财经素养教育的理
论、方法落地。

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财商教育中心
主任马建华介绍，当下我国开展财经素
养教育主要集中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小
学主要以游戏为主，初中主要以课程为
主，高中迫于升学压力等原因在这方面
发展缓慢。

今年 6 月发布的《2017 年中国青少
年财经素养调研报告》指出，中小学生对

财经知识的整体掌握水平不高，而且学
校没有提供必要的财经素养教育。比
如，超过65%的高中生表示，“没有见过”
学校提供这方面的课程，17%的高中生表
示有这方面的课程但质量不高或不关
注。初中、小学的状况较好，但小学也只
有 42%的学生表示，学校提供过关于理
财方面的课程或校内活动。

为什么要在中小学进行财经素养教
育？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理事长王胜
认为，财经素养教育不仅仅能培养学生
的“财商”，还能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或
者说自我管理能力。

“自我管理”作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的一部分，其重点是能正确认识与
评估自我，依据自身个性和潜质选择适合
的发展方向，合理分配和使用时间与精
力，具有达成目标的持续行动力等。

“学生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强项是什
么，自己决定方向，把追求卓越和更崇高
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同时，学生还要学
会有选择的行动，主动而愉快地与他人
互相依靠，实现共同目标。”王胜说。

那么，如何才能具备“自主管理”
素 养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教 授 宁 本 涛 指
出，“一是通过不断推进课程改革落实
学生自主管理素养，把课程选择的权
利真正还给学生。二是通过课堂教学
实践创新落实学生自主管理素养，把
学习与成长的权利真正还给学生。三
是通过教育评价转型落实学生自主管
理素养，把成长与发展评价的权利真
正还给学生”。

“‘帮助每一个孩子成长为理性自觉
的公民，成就更好的未来’是我们的愿
景。”王胜说。

图片新闻图片新闻

整理物品“大比赛”
11月17日，安徽省淮北市

实验小学举办“整理物品”大
赛。全校学生按班级先后进行

“佩戴红领巾”、“行标准队礼”，
以及整理书包内的书本和文具、

“整理雨衣”比赛等，在比赛中
“整身、整心、整物”，培养自理意
识和提高自理能力。

万善朝/摄

财经素养教育，培养的不仅仅是“财商”
□本报记者 崔斌斌

“尖子生”杀师折射了什么
今日话题

教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当我们赋予教师这份职业无上崇高的评价时，也无法避开这样的事

实：不是每一束阳光底下都通明澄澈，不是每一个灵魂都可以被感动。
这几日，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罗某杀师案即是明证。
事件的回放令人触目惊心。11月 12日，湖南省益阳市沅江第三中学

16岁的高三学生罗某，在办公室里向自己47岁的班主任鲍方连刺26刀，终
致鲍方因抢救无效死亡。

一个高中生，仅仅因为不满老师多布置了一些作业，竟然拔刀相向，以
致酿成无法收场的悲剧。这样的情节，说出来难以置信，却又实实在在发
生了。

鲍方是一名优秀教师，曾经获得过益阳市优秀班主任称号，在学生心
中幽默、随和而不失严厉；而他的学生罗某，成绩优异，曾是班级第一、年级
前十的优等生，喜欢健身、网游和漫画。“成绩好，懂礼貌，孝顺”是罗某的邻
居们对罗某的共同感受。

“尖子生”杀师，到底折射出了什么？

□本报记者 黄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