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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教师来信

▲▲▲▲▲热点追评

从“开学第一课”中汲取成长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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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起因教师节前夕园长“收
受”学生一盒6元的巧克力被开除的旧
案尘埃落定，却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园
方原本将其定性为“收受学生及家长礼
品礼金”，并作出开除处理。法院认为不
宜定性为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认
定幼儿园的解除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应
支付赔偿金。

（8月31日央广网）

这是一盒6元的巧克力所引发的悲
剧。幼儿园管理方认为不管金额大小，只
要“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就该严肃
处理，以儆效尤。被开除的园长一肚子委
屈，因一盒6元的巧克力丢了工作，处罚
显然有些过重。好在法院盖棺定论，认为

“收受”学生一盒6元的巧克力不宜定性
为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为被开除
的园长主持了公道。

“过罚相当”是一条重要的法律原
则。2014年，教育部制定的《严禁教师违
规收受学生和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
定》明确提出，严禁以任何方式索要或接
受学生及家长赠送的礼品礼金、有价证
券和支付凭证等财物，目的是为了维护
教育的公正性和透明性，防止教师利用
职务之便进行不正当的利益交换。然而
这一规定未对财物的金额限度做出明
确。这起案件中，园长收受的巧克力价值
只有6元，可以说微不足道，但却被园方
开除显然是“过罚不相当”。

另一方面，学生表达尊重的礼尚行
为与收受礼品礼金不应混淆。6元的巧克
力，无论从价值还是其背后意图来看，都
与所谓“礼品礼金”贿赂行为有着天壤
之别。如果连这样一个温情的小举动都
要被上纲上线，那无疑会在教师群体中
引发恐慌和不安。

因一盒巧克力引发的案件，看似小
事，实际上却触及了教育伦理、法律公正
与人文关怀的深层次问题。教育是一项
充满人文关怀的事业，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关系应该是建立在信任、尊重和爱的
基础之上。如果因为一些无端的猜疑和
过度的防范，而让教师们在面对学生的
情感表达时如履薄冰，那将会极大地破
坏教育的生态环境。我们不能让那些真
正热爱教育事业、用心对待学生的教师
们，因为这样的误解而寒了心。

同时，这一事件也提醒我们，学校和
教育管理机构在制定规章制度和处理问
题时，应该更加注重合理性和人性化。对
于教师的管理，不能仅仅依靠生硬的规
定和简单的一刀切做法，而应该充分考
虑到教育的本质和师生之间的情感纽
带。在面对类似情况时，应该进行深入的
调查和了解，区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违
规行为，什么是正常的师生互动。此外，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如何在维护师德
尊严的同时，又不失人情味，是一个值得
深思的问题。 徐刚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教育部联合主办的
大型公益节目 2024 年《开学第
一课》于 9 月 1 日晚 8 点开播。
今年《开学第一课》以“可爱的
中国”为主题，采用“多地实景
课堂”模式，用一个个鲜活的场
景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
壮美图景，为青少年奉上一场
融合历史与现代、传统与创新
的思想文化盛宴。

（9月1日央视网）

每一次开学都是一次新出
发，“开学第一课”一直备受关注。
近年来，“开学第一课”越来越走
心，不仅在内容与形式上不断创
新，更是将开学仪式感与氛围感

拉得满满。
作为面向全国学生的电视公

开课，央视每年的《开学第一课》
都让人耳目一新。“清澈的爱，只
为中国”已成为当代中国青年发
自内心的最强音。今年《开学第一
课》以“可爱的中国”为主题，从历
史、现实、未来的时空维度，呈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邀请
各行各业杰出代表讲述接续奋
斗、创新创造故事，展现新时代奋
进者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鼓
励广大青少年争做让党放心、爱
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

帮助青少年“走好人生的路，
系好人生的第一颗纽扣”，就是要
重视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精神，让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成为他们的
坚定信念，以不懈奋斗的姿态接过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接力
棒。节目中，嘉宾们深刻诠解了中
国厚重的历史积淀、壮美的大好河
山、激荡人心的发展变化，生动讲
述了“自强不息”的成长历程、“梦
想成真”的奋斗故事。我们相信，这
样的“开学第一课”能够激发孩子
们的学习热情和家国情怀。

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说：“教
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
为将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
的本质就是为了服务伟大梦想
的。所以，愿少年们都能从“开学
第一课”中汲取成长的营养，努力
学习、拼搏奋斗，用青春的力量塑
造美好的未来。 付彪

众所周知，课间十分钟，一
直是学校的一个规定时间，数十
年来都少有变化。学生可以利用
这段时间去卫生间、活动、玩耍、
放松、社交，让身心得到必要的
休息。

但在实际生活中，孩子们存
在课间十分钟不够用的情况。以
前教室多是平房，或楼层较低，
学生下课后很快就能到操场上
活动。现在学校教学楼越来越高
大，有的学生刚刚从高层楼的教
室里跑到数百米远的操场上，还
没开始活动，上课铃就响了；加
之，有的教师又喜拖课，仅有的
课间十分钟就被拖得所剩无几
了。于是，干脆不出教室，成了无
奈的选择。

北京市义务教育学校将课
间时间从10分钟调至15分钟，这
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增加，更是对
学生身心健康的一种关怀，是以
生为本的有力体现，显然是一个
好主意，值得各地各学校借鉴和

推广。
一方面，适当延长课间时间，

可大大缓解学生如厕时间不够、
活动时间不够等一些现实问题；
另一方面，适当延长课间时间，能
换来学生的体质、视力、身心等健
康。当然，课间时间的变动，也会
引发一系列传导效应，结合多年
的从业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
下方面入手。

首先，各中小学要主动“挖
潜”，充分考虑到师生开展课间休
息时的各类需求，拓展课间活动
形式和内容。如实施体育器材开
放式管理，在操场、乒乓球台等公
共区域设置体育器材共享区，让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各
种体育器材触手可及、自由使用。
班级配备沙包、橡皮筋、大跳绳等
小道具，为年级配备滚铁环、绳梯
等体育器械，并通过学生自带体
育游戏器具等方式，鼓励学生课
间玩游戏，进行多彩运动、充分运
动，从而保障课间活动质量。

其次，学校对班级集合和队
列行走规范进行专项训练，实现
集合速度快、秩序好，也对操场活
动区域进行班级划分，学校大队
委在课间巡视，及时制止危险行
为，最大限度保障课间活动的安
全、有序。

第三，要强化监督检查，要像
重视课堂一样重视课间，进一步
规范教育教学秩序，严禁拖堂和
提前上课，不得随意缩短学生课
间活动时长，不得对学生课间活
动设置不必要的约束，坚决杜绝
课间禁止学生出教室的问题，确
保课间要求落实。教师要从“课间
活动的管理者”走向“课间活动的
共同参与者”，为学生健康成长提
供更好支持。

让学生在课间尽情释放天
性，玩出健康、玩出快乐、玩出精
彩、玩出幸福的童年时光。我们要
让这“多5分钟”的课间休息，不仅
仅只是多了5分钟。

陆青春（宁波市名师）

收6元巧克力被开除
矫枉过正了

让“多5分钟”
不仅仅是多了5分钟

从今年秋季学期
起，北京市义务教育学
校将对课间安排做出整
体统筹优化，原则上落
实15分钟课间时长，提
供更加从容的课间时
间，引导师生走出教室、
走向户外、走进阳光，享
受更加健康活力的校园
生活，促进学生身心健
康发展。
（8月30日 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