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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学生到带教师 从育苗到培根

校园净土
不容“权力寻租”

本应充满朝气与梦想的校
园里，出现了这样违背道德和原
则的行为，令人深思。

学生会，是学生自我管理、
自我服务的组织，是培养学生领
导能力、团队合作和社会责任感
的平台。然而，此次事件中的学
生会干部却利用手中的权力谋
取私利，背离了学生会的宗旨，
也违背了学校教育的初衷。这一
现象的出现，首先反映出个别学
生价值观的扭曲。在成长的关键
时期，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是非
观、权力观和利益观，被金钱和
权力所迷惑，丧失了基本的道德
底线。

从教育角度来看，这一事件
也暴露了学校教育在品德教育
方面的不足。在追求学业成绩的
同时，我们不能忽视对学生品德
和价值观的培养，要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他
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荣誉和责
任。同时，教师作为学生成长道
路上的引路人，也应该以身作

则，用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和感染
学生，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

此外，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
长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日常生活中，家长应该注重
培养孩子的诚信意识、责任感和
自律能力，让他们懂得珍惜和尊
重他人的劳动成果，不贪图不义
之财。同时，家长也要关注孩子
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并纠正他
们在思想和行为上的偏差，为孩
子的健康成长营造一个良好的
家庭环境。

这起事件也给我们的社会
敲响了警钟。在当今社会，功利
主义和不良风气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青少年的成长。我们应
该共同努力，营造一个风清气
正的社会环境，让孩子们在健
康、积极的氛围中成长。媒体和
网络平台应该传播正能量，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青
少年树立正确的榜样。同时，社
会各界也应该加强对青少年的

关爱和引导，让他们感受到社
会的温暖和支持，增强他们的
自信心和责任感。

对于涉事的学生，我们不能
一味地指责和惩罚，而应该给予
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学校和家
庭应该共同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引
导，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重新回到正
轨。同时，我们也应该以此为契
机，对学校的管理机制进行反思
和完善。加强对学生会等学生组
织的监督和管理，建立健全的规
章制度，规范学生干部的选拔和
任用程序，确保“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总之，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
个个别现象，更是一个教育的警
示。它提醒我们，在关注学生学业
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他们
的品德和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
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让
我们的社会充满希望和活力。

陈松

近日，河南信阳
一中学被曝多名学
生会干部索贿一事
引发关注。11日，信
阳实验高中发布情
况通报称：经初步调
查，情况属实。目前，
对涉事的4名学生会
干部已清退出学生
会，并将根据公安机
关的调查结果进一
步处置。

（11月12日《华
商报》）

10月，秋意渐浓的时节，“忻
元华”银龄教师支教团队的17名
退休教师，再度前往2400公里
外的凉山开展支教活动。教学生
活再次起程，从教学生到教老
师，不变的是那份热忱。

（11月11日《宁波日报》）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魔法
爷爷”忻元华带领退休老教师走
进大凉山，如同一束束温暖的光
芒，照亮了偏远大山的每一个角
落。在忻元华的感召下，不仅越
来越多的退休教师加入支教行
列，更有青年师生跟随忻元华的
脚步，为乡村教育注入源源不断
的“新鲜血液”。

支教队伍中，不仅有”银发

力量“，更有”青春风暴“，一代接
一代，薪火相传。但毕竟支教资
源有限，如何将有限的力量用在
刀刃上，值得思考。以往，支教侧
重于以学生为中心，基本上是教
学生的思路，支教的重心从教学
生变带教师，将提升教育教学质
量。如果说教学生是育苗，那么
带教师则是培根。支教的核心是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而教师是提
升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从这个
意义上说，从教学生到带教师，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是
优化当地教育生态、夯实教育根
基的必然选择。

在带教师上，银龄教师有着
天然的优势，他们有丰富的教育
教学工作经验，将宝贵的经验传

授给当地教师，可以最大限度地
发挥银龄教师在支教中的作用。
令人欣喜的是，对老教师抛来的

“橄榄枝”，年轻教师欣然接受，
实现了“双向奔赴”。在凉山喜德
中学年轻教师吉克木基的办公
桌上，有一本听课本，是今年 5
月赴喜德支教的余姚中学退休
教师唐志红留下的。听课、评课、
交 流 ……18 天 的 课 堂 教 学 记
录，满满的诚挚点评。“唐老师留
下的这些，让我受益无穷。”吉克
木基说。

支教既要着眼当前，又要兼
顾长远。在凉山，一批又一批宁
波银龄教师走上“新讲台”，从教
学生到带教师，以固本培基引领
当地教育高质量发展。 凌波

“一生一技 一生一艺”
是破教育难题的良方

11月12日，宁波市体育美育“一
生一技 一生一艺”现场推进会在鄞州
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东校区召
开。会上，市教育局、市体育局、市文
旅局联合发出倡议：深化教体文融
合，致力阳光下成长。活动现场还展
示了鄞州区“美育八大工作坊”等取得
的成绩。

（本报今日A03版）

“一生一技 一生一艺”，单从字面
上理解一点不难，但真要做起来，难度
不小。但惟其难，更要认识到其重要
性，要大力推动去实施，否则不但素质
教育难以推进，即便正常的教育教学
都难以为继。

诚如宁波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何倩所说的那样：“体育、美育是
培育良好身心健康、情感心灵的重要
土壤，要把体育、美育摆到更加突出的
位置，纳入学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贯
穿学校教育各学段，是破解当前教育
问题和难题的有效途径。”笔者高度任
同何副局长的观点，宁波正在实施的

“一生一技 一生一艺”行动方案，确实
是一剂破解教育难题的良方。

众所周知，当今的教育难题突出
的有，应试教育一家独大，素质教育难
以实施；学生压力降不下来，整天埋头
在书山题海中难以自拔；身体素质每
况愈下，小胖墩、小眼镜层出不穷；创
新能力缺乏，个性得不到张扬，如此这
般，问题和难题不少。

有鉴于此，从去年开始，宁波市教
育局相继制定了《宁波市学生体育美
育“一生一技 一生一艺”行动方案》和
实施细则，全力推动优化体育、艺术特
色学校布局，已经初显成效，初具规
模。截至今年上半年，宁波已初步建立
起了体育、艺术“一条龙”培养赛道，体
育项目涉及中小学校733所，艺术项目
涉及中小学校 643 所，全市超 70 万学
生参与选项教学。此次推进会上展示
的学生作品有力地印证了该项工作取
得的成绩。可喜可贺！

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宁波
市教育局还会同体育局、市文旅局联
合发出倡议：深化教体文融合，致力阳
光下成长。这更加凸显了宁波市教育
局要把行动方案落实落细的决心和雄
心。相信，在市教育局和各区（县、市）
教育局的大力推动下，借助市体育局、
市文旅局的资源优势，“一生一技 一
生一艺”的庞大工程定会进入一个新
阶段，造福全市中小学生，让他们在跑
跳中强身健体，在歌舞中放松身心，在
涂鸦中涵养心性，挣脱功利教育的桎
梏，减轻学业负担的同时，激发出创造
潜力和创新意识，做一个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人。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