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对网上流传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
材严重西化”的指责，人民教育出版社近
日发布声明，称有关言论不符合事实，教
材中不存在“贬低中国人的问题”。

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回应之前， 相信
许多人早已读过相关文章。具体而言，所
谓“西化”的依据是教材中有大量外国作
者的文章以及大量的 “外国好人好事”，
而中国人基本都是“贪睡不守时”、“自私
小气”等负面形象。 对此，有人质问：“人
教版教材里的这些导向， 究竟是要把我
们的未来和希望导向何方？ ”

为正视听， 人民教育出版社声明中
列举了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外国题材
选文的详细占比情况： 人教版小学语文
教材共 12 册，选文 520 余篇，涉及外国
题材的文章 80 余篇，约占 15%。 同时还
明确指出，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选取了
大量歌颂和赞扬我国优秀人物的文章，
如 《狼牙山五壮士》、《为中华崛起而读
书》、《文成公主进藏》、《曹冲称象》等。这
样有理有据的回应，孰是孰非，相信公众
自会了然于胸。

其实， 即便人民教育出版社不予以
回应，对于这种捕风捉影、断章取义式的
文章，稍有见识的公众都不难辨别是非。
诚如人民教育出版社声明所言， 教材所
选取的外国题材主要是以开阔学生视
野、培育科学精神、汲取人类优秀文化成
果等为主题的文章，“涉及历史人物如列
宁、高尔基、白求恩，科学家如牛顿、爱迪
生、居里夫人，世界名著如丹麦作家安徒
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等”。

人虽有国别之分 ， 但精神是相通
的，真善美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尤其
是那些人类文明的成果 ， 更是超越了
国籍种族，具有永恒的价值。 在世界日
益融为一体的进程中 ， 对涉及外国人
和事的文章如此 “感冒 ”，难不成是想
开历史的倒车 ，回到严守 “夷夏之防 ”、
“中西之别”的时代？

“奇文”本身不值一驳，但其何以能
掀起不小的“风浪”有待深入探究，是恶
意炒作？还是别有用心？好端端的语文教
材被“妖魔化”，是何居心？

联想到鲁迅文章每次“进出”中小学
教材，总会引起风波，不少好事者纷纷就
此进行评判， 但他们却不知道鲁迅文章
在中小学教材中是基本不变的， 没有存
废之说。仅是为了评论而评论，这是无视
教育规律，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对于
这样的人，我们当警惕。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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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湖南省衡阳市船山实验中学
一位初一女班主任被学生家长掌掴两个
耳光。 打人者是衡阳某医院医生，已被警
方依法行政拘留 10 天,并处罚款 500 元。

对孩子的教育不仅是学校的责任，
更是家长的职责。 事实上，家长就像复印
机，孩子就像复印件，孩子的秉性脾气、
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等，在很大程度上来
自于家庭的影响，家长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都是孩子模仿和学习的榜样，是对
孩子最具影响力的教育。 与教师沟通不
畅，当着孩子的面掌掴教师，家长的暴力
行为不仅激化了家校矛盾， 给教师造成
了严重的身心伤害， 而且会给孩子的心
理带来不可弥补的阴影， 对孩子造成无
可挽回的教育后果。

掌掴教师的家长被警方行政拘留，
受到了法律的处罚，这是其咎由自取、自
食其果。 同时，也是对教师心理稍许的补
偿与安慰， 是对教师权益的保护以及师
道尊严的维护。 事件或许到此画上了一
个句号， 然而对此事件的反思绝不能仅
限于此。 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需要追
问：家长为何会对教师实施掌掴行为？ 仅
是因为家长素质低下、一时冲动、脾气暴
躁吗？ 是否掺杂着某种社会的情绪与因
素？ 其实，从家长掌掴教师的个案中，我
们更应清晰地看到， 当前家校之间存在
信任危机。

据知情人透露，学生家长掌掴教师，
理由疑因全班学生轮换位子， 由于她家
的孩子被轮到后排， 因此认为班主任是
针对她家的孩子， 于是一怒之下掌掴教
师。 由此可见，猜测是因，不信任是根，家
长之所以这样做， 还是缘于对教师的不
信任。 而家长对教师的这种不信任感，是
诱发家校冲突的重要原因所在。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传统的
师生关系、 家校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
化。 在以创造经济价值多少评价成功与

否的价值观支配下，教师工资相对微薄，
较之学生家长不具有优势。 经济地位决
定社会地位， 与经济地位相对等的是家
长对教师职业的轻视与蔑视， 以至于家
长不仅谈不上尊重教师， 反而有一种高
高在上、盛气凌人之感。 这种心态在某种
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家校关系， 家长与
教师的关系不再平等， 彼此也失去了平
等对话的可能。 于是，家长对于教师便多
了几分挑剔，少了几分理解；多了几分指
责，少了几分尊重；多了几分要求，少了
几分配合。 家校信任危机由此产生。

同时， 媒体对师德的片面报道与宣
传助长了家校信任危机。 近年来，教育几
乎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 师德亦成为媒
体报道的焦点。 教师打学生、 卖教辅资
料、 办补习班等负面新闻屡见报端。 诚
然，这些事件真实发生了，教师群体中也
确实存在极少部分师德恶劣的教师，媒
体曝光对于强化师德教育具有积极的作
用。 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这样的教师
毕竟是极少数， 过度渲染他们的负面行
为， 无疑会影响整个教师群体的职业形
象， 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及家长
对教师群体的严重不信任。 一些家长更
是把教师对孩子的关照直接与经济利益
联系起来，这是对教师“职业腐败”的前
置性假设， 其结果势必让家长对教师失
去信任感，产生严重的家校信任危机。

家校关系是完善家校教育的前提保
障，是教育孩子的关键。 重建家校信任，
一方面需要教师严守师德底线， 秉持高
尚的职业操守；另一方面，需要家长尊重
教师，信任教师，给教师更多的理解与支
持。 当然，更需要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
良好氛围，让教师能够体面地生活，拥有
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 从而让教师真
正获得社会的认可与尊重。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
教育体育局）

掌掴教师，不信任是根
□梁 好

评论教育
不可“断章取义”
□胡欣红

争鸣

中国家长， 最关注如何让孩子学
习好，最喜欢研究如何让孩子爱学习。
但在生活中，不少家长通过打击法、期
待法和包办法， 把孩子培养成不爱学
习的人， 结果 “爱学习的小船说翻就
翻”。

说家长把孩子培养成不爱学习的
人， 许多家长会觉得委屈： 自己在时
间、精力、钱财上投入那么多，错在哪
儿呢？除了教育方式和方法不当外，更
重要的原因在于， 家长只想着让孩子
在学习方面该这样或那样， 却忽略了
自己该成为怎样的家长。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教育
孩子学习， 成功的标志不是考了多么
高的分数、学了几门才艺，而是培养学
习兴趣、 体验学习快乐、 养成学习习
惯，而这都离不开家长的示范、家庭环
境的熏染。要教育出爱学习的孩子，家
长首先要爱学习。

教育不是简单的说教， 而是行动
的美学。 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这样
比喻：“孩子的眼睛是录像机， 孩子的
耳朵是录音机……” 许多家长在家不
读书不看报，热衷玩微信、打游戏、看
电视， 自己身上看不到一点爱学习的
影子，却要求孩子读书学习，怎么获得
言传身教的效果？

俞敏洪曾做过这样的试验： 家里
不准打开电视和电脑， 他要求爱人和
女儿跟他一起看书，女儿开始不看，最
后发现一个人特没劲儿， 才拿了一本
书自己看。对于许多家长而言，由于自
己不爱学习， 就忽略了日常对孩子学
习习惯的引导与培养， 而仅靠 “下命
令”、“提要求”，自然会陷入“孩子越大
越不爱学习，家长越努力培养，孩子越
不爱学习”的怪圈。

在犹太人家里， 孩子稍微懂事，
妈妈就会把一滴蜂蜜滴到 《圣经 》
上 ，让孩子去吻 ，用这种仪式告诉孩
子书本是甜的 。 他们还有一个世代
相传的习惯 ， 那就是书橱要放在床
头 ，如果放在床尾 ，会被认为是对书
的不敬 。 爱书的习惯就这样通过家
庭代代传承 ， 犹太民族由此成为世
界上最爱书的民族之一。

我国许多家庭，家里找不到一本
藏书，所谓的书房也是专门供孩子学
习的场所，孩子与读书的联系通常仅
靠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以家长为代表
的外部压力， 其纽带当然非常脆弱，
“爱学习的小船说翻就翻” 也就不足
为奇。

做个爱学习的家长， 不是要求家
长与孩子一样，捧着教科书学习知识，
也不是要求孩子所学的东西家长必须
学会，而是在家庭营造学习的环境，把
追求知识、 培养学习习惯当作家庭生
活的一件重要事情。 家长对孩子的影
响，不是靠知识权威施加，而是要靠日
常行动的引领和家庭氛围的感染，把
学习习惯根植于孩子的家庭生活。 对
家长而言，自身过去的学习成绩、学历
水平不重要， 重要的是现在的学习态
度和生活习惯。

家长的优良品行， 是对孩子最完
美的教育。 作为家长，对孩子抱怨“恨
铁不成钢”时，是不是应该反省一下自
己？ 家长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是积极的
参与者， 只有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
“爱学习的小船”才会越行越远。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家庭教育
岂是简单说教
□李纪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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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与上公开课的同事交流时
发现， 不少人厌倦公开课的作秀式表
演，普遍认为这种公开课与实际教学出
入很大，不仅不能提高教学效果，反而
会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

其一，学校制订的公开课评价标准
非常繁杂，对教学干扰很大。比如，要求
教师在公开课上必须使用多媒体教学，
必须渗透德育思想， 注重课堂气氛，体
现学生主体性，不能拖堂等。 教师必须
将这些条条框框都考虑进去，否则就会
失去相应的分数。这给教学带来极大的
约束和限制，导致教师在课堂上束手束
脚，不能大胆创新。

其二，不健全的评价机制给公开课
披上了功利外衣。有些学校和相关部门
将公开课作为评价教师是否合格的重
要依据，作为选拔学科带头人、教学能
手、 优秀教师以及晋升职称的重要条

件， 给基层教师带来很大的工作压力，
只能硬着头皮去完成。

其三，公开课已经沦为一种完成任
务式的教学，意义不大。 每学期学校都
会组织公开课，大家都是“演员”，在台
上“作秀表演”。为了迎合听课人员和评
委，上公开课的教师需要提前做大量的
准备工作，比如精心设计导学案、制作
课件，甚至进行“预演彩排”：提前在班
级演示教学过程， 圈定回答问题的学
生。 上完公开课后，大家会拍照留下影
像资料应对上级检查，而很少去谈听课
感受，一方面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直接
讨论，另一方面又觉得谈了也不会改变
什么。

那么， 公开课到底该怎样上才能
发挥应有的价值 ， 才能让教师不反
感，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起码要做到
以下几点：

加大校级之间、区域之间的教学互
动，并使这种互动模式常态化。 要走出
固有的校内教学模式，让更多的新鲜血
液流淌进来，从而盘活教学一盘棋。

重视教研下乡活动。让更多的教研
员下到基层一线， 指导基层教师教学。
可以实行教研员包片负责的办法，与基
层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切实帮助基层
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改革公开课评价标准， 让教师轻
装上阵， 鼓励教师创新思维， 只要是
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都可以推行实
施，给予肯定。

同时，自上而下改革不健全的评价
机制，去除功利性，把评优、晋职、绩效
等彻底与公开课剥离， 给教师松绑，或
许教师能更乐于参与这种具有实效性
的公开课活动。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论员）

公开课为何惹教师反感
□卢建斌

局内人

某地教育主管部门要到某学校检
查校本教研的开展情况，学校教研室便
给每个教研组分配了两个“校本课题”，
要求教研组长安排到人，一天之内完成
“研究”并上交学校整理归档。

这是一些学校应付上级检查的惯用
手段，或者说是校本教研的真实“开展”
情况。 当然，除了应付，有的学校也会实
实在在开展一些教研活动， 但一般仅限
于听课、评课以及形式化的集体备课等。
有的学校也会花很大的精力 “研究”大
考、小考、月考、抽考，每次考试结束都细
致地计算、 评比每个班级和每个教师的
各项分数指标， 不仅 “公示”“通报”“约
谈”，还计入教师考核，与绩效工资直接
挂钩，并且美其名曰“考试研究”。也就是
说，现在许多学校所谓的“校本教研”完
全是为考试分数服务的，这样的“教研”
在很大程度上无科学性可言。

“校本教研”流于形式，除了教育管
理者较为功利外，也与他们缺失科研意

识和文化意识有关。
校本教研的目的有两个：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当然，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结果必然是教育教
学质量的提高。 真正意义上的教研，应
该是教师不断夯实专业知识基础，认真
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及时了解教研教改
动态， 结合教育教学工作实际发现问
题、思考问题、研究问题，从而形成自己
的教育教学方法和理念。这些方法和理
念若能形成明确的系统，能代表个人思
想，就能演变成教研成果。

这样的研究过程及研究成果，对研
究者来说是专业化发展，对学校、教育
主管部门来讲也有推广价值。 然而，不
少学校管理者不是对此予以肯定 、推
广，而是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更有甚
者还会歧视和打压。 究其原因，当然与
学校管理者缺乏科研意识有关。

要让校本教研进入更高层次，必须
要有文化的介入。 学校教育的基本功能

是“育人”，如果说教学的效果主要取决
于教师的专业修养，那么教育的效果则
主要取决于教师的文化修养。教师的文
化修养越高，对学生越具有亲和力和吸
引力，教育效果就越好。 一个有文化自
觉的教师，是不可能不进行教育教学研
究的；一所学校如果能推动有文化介入
的教育教学研究，教师的整体文化素养
和学校的文化品位、办学质量一定能够
得到持续提高。

遗憾的是， 目前部分学校仍然在用
考试分数要求、管理和考核教师，充满浓
浓的功利色彩，缺少了那么一点文化味。

诚然，教师的文化追求和教研很难
进入学校管理者的视野，这固然与全社
会普遍追逐分数的教育大背景相关，但
更与学校管理者自身“文化意识”的缺
失有关。因此，要想提升校本教研水平，
教育管理者必须增强自身的科研意识
和文化意识。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会宁县党岘中学）

如此科研，不要也罢
□李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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