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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学生作文最突出的问题

是不真实，缺少生活气息。不少学

生的作文不是从身边生活中选材，

而是从所谓的范文中东搬西凑。

有人说，要么是学生不会写，

要么是学生懒得写。事实上，现

在大多数学生都不大注意观察生

活，一是课业负担沉重，就算教师

布置作业不多，家长也不会放松

对孩子的要求，更何况许多家长

还要孩子参加各种所谓的“兴趣

班”。学生一直处于很被动的状

态，失去了对周围生活的主动探

求，生活在他们眼里很乏味，没有

写作文的动机，更谈不上兴致，写

作文成了一件很伤脑筋的事。二

是教师对学生作文造假视而不

见，默许纵容。甚至有的还借口

怕学生不会写，有意给学生介绍

所谓的“范文”，让学生模仿。一

些教师的解释是：“明知道学生整

天作业都忙不过来，何必为难他

们。”更有教师认为，让学生自由

写会写跑题，或者立意不高，将来

考试吃亏。有个别教师还明确限

制，不准学生“乱写”。于是，我们

也就难得读到有内容有新意、表

达真实感受的学生作文了。

内容不真实，学生的真情实感

无以附着，所以作文也就没有多少

真诚可言。而学生在作文中想象

力的苍白同样令人痛心。一次我

让学生描写日出，全班 37 个学生

竟然只写出了一句话：“红彤彤的

太阳慢慢从东方升起来。”由此我

认真反思很长时间，为什么学生

的想象力如此匮乏？现在的学生

看电视远比读书的时间多，基本

没有课外阅读，仅仅靠课本为写

作“奠基”，这基础薄弱得苍白不

堪，缺乏贴近时代的阅读让他们

无法产生崭新且富有创造性的想

象力。更重要的是，他们本身是有

想象力的，而且他们时时都在想

象，但由于一些教师和家长认为孩

子的想象与学习无关，是“胡思乱

想”，并且认定那些都没有“意义”，

不允许孩子自由表达，渐渐地，孩

子不再“胡思乱想”，想象力、创造

力也随之弱化。更可怕的是，许多

孩子在这种思想钳制下还学会了

迎合教师。

当学生写作不再需要真实的

生活体验，对现实生活渐渐冷漠而

失去真诚的热爱时，当他们已经不

习惯想象，对身边的事物视若无睹

时，他们是否还有审美态度恐怕也

是问题了。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在

学生身上，我们只说让学生扩大阅

读面，与生活亲密接触，开阔视野，

根本就不能解决多少问题。我们

需要家长的合作，更需要教师的积

极引导，关键是我们需要整个社

会，尤其是教育体制必须朝着有利

于解放学生身心的方向改革。

当有一天，学生天马行空的想

象不再被指责、限制，而是得到肯

定、鼓励时，谁也不会一翻学生作

文就摇头说“少点什么”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唐河县第

七小学）

不定制“互教通”短信就收不到

学校通知，如果定制每年收费 100
元。近日，广州市天河区棠德南小

学的做法引起家长不满：放着免费

的微信群、QQ群不用，为什么要使

用付费平台？

纵观整个事件，争议的焦点在

于家校沟通到底使用免费的“微信

群”“QQ 群”，还是使用付费的“互

教通”。

家校沟通可以促进家校间的了

解和配合，有利于建立无缝隙、互为

补充的教育氛围，进而对学生实施

科学有效的教育。从消除误解、统

一认识、形成合力的角度而言，家校

沟通的作用毋庸讳言。但关键是，

家校沟通不仅需要科学的态度和积

极的参与，更需要有效的载体与桥

梁。相对于学校、教师和家长而言，

“三结合教育”看似容易，但因工作

性质、自身素质、专业素养、教育观

念、成才观念等不同，双方如果没有

科学的载体和渠道，很难达到理想

的成效。因而，现实中不管是家长

还是学校，都在寻找科学有效的家

校沟通渠道和载体，也正是基于此，

“校讯通”“互教通”等平台才应运而

生。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免费

即时通信工具不断普及，微信、QQ
等也逐渐成为家校沟通的重要途径

与载体。相对于不同的平台和载体

而言，使用的便捷程度、功能的专业

化与否、使用成本的有无，也成为家

校沟通中影响学校、教师和家长选

择的主要因素。因此，才产生了上

述所谓的使用免费平台还是付费平

台的争议。

家校沟通的本质是融合家庭和

学校教育资源，取长补短，在相互融

合促进中对孩子形成成长的教育引

导合力。很明显，在这个本质和原

则基础上，家校沟通的最本真最有

效的表达方式，乃是经教育改革发

展证明了的家访、家长会、班队会、

家长开放日等，以及教师、学校和家

长之间的电话、微信、信函留言等无

缝隙对接。在传统教育理论体系

中，家访的作用无与伦比，教师与家

长的面对面沟通交流对孩子的影响

是所有技术手段都无法达到的。但

让人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学校、教

师与家长的沟通交流，都是在利用

技术手段在虚拟环境氛围之下进

行，这样的教育直观性效应、对孩子

成长影响的体验式效应、对家校彼

此理解进而实现教育融合的促进效

应，都大打折扣,教育的内涵和魅力

也无法淋漓尽致得以呈现。

因此，对于家校沟通而言，与

其喋喋不休地争论平台的使用以

及免费与付费与否，倒不如认认真

真反思我们的家校沟通是否陷入

了纯粹的“技术依赖”。如果真的

沦为后者，这才是家庭教育、学校

教育以及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

教育的退化。

技术只是家校沟通的辅助手

段，家校沟通一定要走出技术依赖，

而真正的家校沟通应以人性、温暖、

和谐的面对面、心连心、爱意充盈的

沟通联络为主，这不仅蕴含着对教

师、学校、教育的尊重，更蕴含着对

家长、更是对孩子成长的尊重，这也

是教育本色的体现。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禹州市教

育体育局）

家校沟通不能陷入纯技术依赖
锐评

□许朝军

随着智能手机和网络的全面普

及，乡村孩子再也不用出逃学校、躲

进网吧玩游戏了。他们在游戏中寻

找刺激，在游戏中过关斩将、快意江

湖，在游戏里填补闲暇、空虚的日

子。难怪有人忧心忡忡地说，“农村

孩子正在被手机游戏废掉”“手机游

戏正逐步吞噬乡村留守少年”。

其实，沉迷手机游戏的岂止乡

村留守少年。那些城镇学校千方百

计带手机进校园的孩子，总是躲在

某个角落见缝插针地游戏一番；那

些城镇上下学路上的街角，不时可

以看到聚精会神玩手游的孩子忘乎

所以。如果说学生大都处于偷偷摸

摸地手游，而那些成年人的手游则

是肆无忌惮，不管是公共场所还是

居家消遣，乐此不疲的比比皆是。

学生一旦深陷于网络游戏，轻

者作息不规律、视力下降、成绩下

滑，严重者对学习彻底失去兴趣而

辍学、退学，媒体经常报道有学生为

了玩游戏偷拿家长的钱财买游戏装

备。被网络游戏毁掉的不只是学

业，还有正常的生活。沉迷游戏已

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成瘾性”精

神类疾病，这种疾病的医治恐怕也

已 经 不 是 一 朝 一 夕 就 能 见 效 的

易事。

游戏已成为教育面临的关键问

题，基于此，政府应在游戏分级方面

采取积极措施，对一些不良游戏或

网络平台进行严格的管理；网络游

戏相关企业也要承担起自身的社会

责任，建立切实可行的防止未成年

沉迷系统和服务平台，强化线下身

份认证过程，限制游戏时间等，拯救

那些手游成瘾的人。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瑞安市滨

江中学）

纵横谈

沉迷手机游戏的
岂止乡村留守少年
□高振千

学生作文为什么
缺少生活气息

有此一说

□马长军

几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日前在中

青报吐槽，痛陈中小学种种怪现

象。校长垄断教科研成果的署名权

就是其中之一。“没有具体研究，没

有花费精力，因为是校长就可以署

第一作者，就可以把科研成果据为

己有，谁来治理这种现象？”

校长多是教科研课题的挂名组

长。因为课题研究少不了邀请专家

学者开题论证、实施指导，一应开销

需要校长签报。校长挂名担纲自是

必要。

可事实上，校长根本无暇顾及

教科研工作。一旦课题开题，大多

做了甩手掌柜，方案设计、具体实

施、结题报告等都落到教科室主任

身上。然而,结题署名时，第一作者

不是校长就是书记。如此“为他人

作嫁衣”，自然让真正干事的人心

怀难平。

若是一名校长如此“贪心”也

就罢了,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很普

遍。连教科所领导都感到无奈：

“我知道课题基本上是教科室主任

熬夜熬出来的，但署名时，最好是

退居幕后，这是惯例……”结果，那

些成果的申报表上，第一作者清一

色都是校长或书记。

如此署名何以成为一种潜规

则？是校长们都不懂得尊重作者的

权利吗？显然不是。校长们有获得

教科研成果署名权的内在需要。一

则成果多少，含金量如何都事关校

长的政绩；二则校长们要评高级职

称，也需要重量级的成果作“压舱

石”。况且，从开题伊始，校长就挂了

组长的名号，署名似乎也名正言顺。

在一些中小学，校长不仅垄断

着话语权，同时也左右着教职工的

生存状态。教研室主任作为其下

属，只能将教科研成果拱手相让。

显然，这种潜规则破坏了中小

学校园的学术生态。由于剥夺了真

正作者的署名权，自会影响教科研

人员的积极性。没有了署名权的作

者更可能消极怠工，从而导致教科

研垃圾化。如此贪人之功占为己

有，既损害了校长们的公信力，也会

大大削弱教科研人员的教科研意识

和学术追求。

怎样才能破除中学校长垄断教

科研署名权的潜规则，这依然是个

问题，这需要我们从制度设计与评

价机制上予以调查，更需要每一位

教师、校长发自内心的行动，因为学

术容不得半点虚假。

校长垄断教科研署名权潜规则该破了
局内人

□刘效仁

最近，两个 80后组成的团队将

“中国式家长”做成了一款独立游

戏。虽然游戏还未正式发售，但已

点燃不少网友吐槽自己家长的欲

望。在这款游戏的评论区，所有评

论都是玩家在讲自己与家长之间

的故事。

何谓“中国式家长”？百度百

科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中国的大部

分家长都存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的思想，而在教育过程中又存在过

分溺爱、心灵施暴等特点。如同一

枚硬币有着完全不同的两面，“爱

孩子却不懂得如何去爱”，“中国式

家长”就是这样一个矛盾综合体。

2017年，汇丰银行发布的全球

教育支出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父母

是受访地区中最愿意为子女教育

作出牺牲的。82%的家长已经做好

为孩子的成功作出牺牲的准备，超

过 30%的家长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

人时间，超过 70％的父母担心没有

为子女做到最好。可怜天下父母

心，为了把子女培养成才，家长们

倾尽所有，让孩子上最好的学校，

有的家长甚至辞职全程陪读。然

而，父母掏心掏肺的付出，却往往

换不来子女的理解，还会遭到抵

触，滋生孩子的叛逆行为。

其实，父母和孩子的相处之

道与放风筝一样。孩子是风筝，

父母是掌握风筝线的人。用力不

足，失控的风筝就会漫无目的；用

力过猛，则会束缚风筝飞翔的高

度，甚至将线拉断，风筝跌落下

来。然而，许多家长并不懂得松

紧适度的道理，对孩子的事情大

包大揽，为子女规划好成长的路

径，一厢情愿地想让孩子活成自

己期待的样子，把孩子看成是自

己生命的延续，希望孩子能完成

自己未达成的心愿。但是，孩子

并非父母生命的简单重复，作为

全新的、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

的情感和思想，有自己的兴趣和

爱好。当家长的意图、行为不被

孩子理解和接受时，“中国式家

长”的口头禅就是“我这是为你

好”。家长的出发点当然是为孩

子好，不过有时好心也会办坏事，

结果未必是孩子真正想要的和适

合孩子的。

立场决定角度，角色决定思

维。我们小时候曾抱怨父母管得

太宽、不理解自己，但当我们为人

父母时，又往往不知不觉重复长辈

的老路，就像当年长辈管教自己一

样去教育下一代。“中国式家长”不

仅仅是一款游戏，更能给人们提供

一次角色换位，站在对方的立场考

虑问题。家长通过游戏，再经历过

一遍成长历程，更能理解孩子在成

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谨慎地

决定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孩

子也能更加理解父母和现实社会，

体谅父母的用心良苦。

““中国式家长中国式家长””
不只是不只是
一款游戏一款游戏
□张淳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