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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评

城市“剩女”
农村光棍

关系大着呢

城市“剩女”间接地造成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村光棍——有那么多农
村女孩嫁到城镇，又有那么多小城镇女孩嫁到大城市，那些条件差一点的农村
小伙子，便只有打光棍的份了。你看，改革开放大潮让无数“外来妹”拥入城
市，等于给城里小伙子送来了无数善良贤淑的媳妇，而这些媳妇原本是属于农
村小伙子的——城市“剩女”可真是害人不浅哪！

城市“剩女”越来越多，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村光棍越来越多，更是一个社
会问题。咋办呢？留待社会学家和婚姻专家们去想办法吧。 ——《羊城晚报》

热点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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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有权利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这是日前教育部在《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
作出的详细规定。昨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市区一些中小学的班主任认为，目前的确存在着一些老师
不敢多批评学生的情况，而教育部说的“适当方式”是什么，也让人有点难以把握。 （本报今日A08版）

如果老师没有批评学生的权利，老师也就不
成为老师了。我们不赞成变味的“师道尊严”，更
反对体罚学生，但从没有反对过老师正当批评学
生。如果一所中小学校园里传出那里的老师不
能批评学生、不敢批评学生，我相信没有几位家
长还会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去“接受教育”。

我们虽然常听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但在
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城市中，不少人家的孩子几乎
三岁就送到幼儿园，然后接着读小学、读初中、读
高中、进大学，也就是说一个孩子其实就是在学
校成长起来的，因此，对孩子的影响，除了父母，就
是老师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看似“多此一举”的规定，也
是事出有因。近年来，由于绝大多数孩子都是独生
子女，是爸妈的“宝贝疙瘩”，而一个个独生子女也
都是人小鬼大，不仅爸妈超级疼爱，自己也特别娇
气、任性、散漫，因此，不遵守学校纪律，甚至严重违
反课堂纪律或是校规的现象频频出现。这时，如果
受到老师的批评或是学校的处分，有些孩子往往就
不能正确对待，甚至由于做出种种不理智行为，给
学校和老师带来极大的压力，久而久之，学校老师
包括班主任也就对这种学生放任自流了。就这点
而言，不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应该有所反思才对。

当然，弄到需要教育部明文规定班主任有权利
批评学生的地步，学校和老师也脱不了干系。媒体
上不时报道有极少数老师体罚学生，这就说明我们
有些老师可能只会教书，还没学会“育人”，或说根本
不懂。依靠体罚，只会增加学生甚至是家长对老师
的不满，很难达到老师和学校想得到的效果，并且弄
到最后，师生关系十分紧张，甚至严重对立。

所以说，不论是教书，还是育人，都是一门大
学问，学校和老师都需下工夫研究才是。

不仅教好书 更要育好人
首席评论员 闵良臣

教育的异化导致批评教育权的尴尬
让学生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对学生人格塑造过程中的教育课

程，这些是书本之外的教育，是德育的一个部分。学校只产生读书机器，品
德教育跟情感教育缺失，仔细想下，教育本身从制度上已经被干预了，在制
度之内你还能苛求老师如何发挥自选动作呢？

尽管教育部名正言顺地规定班主任的批评教育权，但这对教育困境的
改变是无济于事的。反而，因为这样的规定，让本来教师应有的权利和义
务范围内的批评教育权，显得格外耀眼。教育部不在教育实质上作为，如
此一举，让教育和老师的尊严严重受伤。 汪彦玲

教育批评惩戒是权力而非权利
教育批评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实施教育批评的方式多以教育惩戒手

段为主，故而教育批评其实就等于教育惩戒。而正因为如此，笔者才坚持
认为，教育批评惩戒权是一种教育权力而非教师权利。

既然教育批评惩戒是一种权力，就需要权力监管，可我们总是“强调”
要进一步明确赋予教育的正当批评惩戒权，却无形中忘记了关键的一点：
谁来给教育批评惩戒的自由裁量权做裁判？

有一位教师网友说得好，教育批评惩戒是权力也是一门艺术，应该以爱
为前提，批评惩戒是为了完善孩子，使他变得更好，而不是把学生当成发泄教
师情绪的对象。显而易见，要想让教育批评惩戒行走在“正当”的路径上，释
放出应有的教育价值，就必须先给教育批评惩戒权立立规矩。 鱼烟罗

郑重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