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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齐鲁晚报》报道，9 月 9
日，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某小学
一名老师在社交媒体上“晒”了
一束鲜花、一盒月饼及一箱饮
料，并配文“当老师的好处就是
处处被偏爱着！感谢王某某妈
妈送来的教师节礼物，你真有
心！”在引发外界关注后，9 月 10
日，涉事女老师回应称，鲜花是
她闺蜜送的，其他礼物是学校发
的。9 月 11 日，郸城县教育体育
局发布情况说明称，已对涉事教
师进行了批评教育，并责成其向
学生家长退还鲜花等额费用。
对此，有网友认为老师的炫耀行
为不妥，也有人认为学生家长送
老师鲜花无可厚非，教育局的处
理有失尺度。

教师节收受家长一束鲜花，
问题说有则有、说无则无。说有
在于，师德师风相关规定明确要

求，教师不能收取和变相收取学
生家长礼品礼金，收受家长鲜花
自然不被允许、涉嫌违规；说无
在于，送受双方也是“闺蜜”，送
花完全算一种正常的人情往来，
不能因为有教师这个身份就可
以 忽 视 当 事 人 正 常 的 社 交 权
利。问题在于，涉事教师在当初
发布时并没有道出送花人的“闺
蜜”身份。因此，家长大发感慨、
教育部门介入处理实属正常。

网络能压缩时空距离，给我
们打开精彩纷呈的外部世界，也
能消除纷扰，让表达者站在自己
的立场痛快地阐明观点。每个
人都是网络的受益者，也都可能
因网络发言而被误伤。各校在
开展师德师风教育时，还有必要
培养教师的网络素养，提醒教师

“网络有‘巡警’，发言要谨慎”。
首 先 ，要 提 醒 教 师 注 意 身

份，避免误导家长、公众。教师
是个特殊的职业，社会与家长对
教师的一言一行密切关注，要求
很高。教师发布一些正常的社
会活动信息，如果涉及人物身
份，一定要谨慎，防范引起其他
家长和公众的误解误判，给自己
制造麻烦。比如，是不是存在炫
耀、不文明、不良示范迹象，会不
会对其他家长形成不良暗示，引
起公众心理不适。当然，最根本
的还是教师的言行要符合身份、
不越尺度。

其次，要提醒教师自觉守法
守纪，避免触犯法律法规。“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这个要求，不
仅指面对现实，也涵盖面对网
络。教师在网络发言时，一定要
注意法律纪律要求，多问几个合
不合法、允不允许。比如，发布
学生活动视频、图片时思考，会

不 会 伤 害 学 生 ？ 家 长 同 意 了
没？转发热门信息时思考，信息
来源是哪，渠道正规、准确可靠
吗？会不会产生不良导向？

信 息 社 会 ，我 们 都 是 网 络
人。目前，很多教师建立了自己
的网络社交平台，有的管理得法，
在社会引领、育人指导、沟通展示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
个别教师不理解平台面向不确定
群体的特殊属性，用私人聊天的
方式在公众平台“畅所欲言”；把
建平台当成牟利手段，用平台直
播带货、引流赚钱，干出有违身
份、违反纪律的事。教师要谨记，
涵养网络素质、严守用网要求，做
到校内校外一个样、网上网下一
个样，才能用好网络，享用网络，
让网络成为促进自身建设、工作
开展的有益帮手，舒心过好每一
天、顺利完成更多事。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
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提出，科学技术普及是国家
和社会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
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的活动，是实现创新发
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9 月 5 日

《中国青年报》）

科普教育是提升青少年科学
素养的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其德
智 体 美 劳 全 面 发 展 的 主 要 途
径。自《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学校在青
少年科普教育中发挥着主阵地
作用，但还存在着一些急需解决

的问题，比如，教育虚名化，学校
不愿在科普教育上花费过多时
间；活动单一化，科普教育活动
没有与时俱进；资源匮乏化，中
小学的科普教师多是由其他科
目教师兼任，专业性不够。

加强青少年科学教育，为国
家科技创新提供更多的后备人
才，是一个关乎未来的重大问
题。该《意见》提出，到 2025 年，
公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比 例 超 过
15%，全社会热爱科学、崇尚创新
的氛围更加浓厚。这无疑对中
小学科普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笔者认为，中小学科普教
育应做到“四个结合”。

一是与学校课程结合起来。
教育部门要牵头制定学校科普

教育活动细则，将开展情况纳入
教育督导之中；学校要开齐开足
各年级的科学课程，尤其是科学
课、计算机、综合实践活动等科
目中要加强动手能力、创新能力
的培养，按规定开全所有科学实
验课并分组安排实验。

二是与“双减”结合起来。
开展科普教育与“双减”政策的
要求高度一致，与素质教育的发
展趋势非常契合，“双减”政策为
学生减轻过重学业负担，为科普
教育留足了时间和空间，学校要
因地制宜，通过课后服务开展校
园科普讲座、科普小实验、手工
制作等“接地气”活动，锻炼青少
年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增强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也助力

“双减”政策高效推进。
三是与科普活动结合起来。

在学校微信平台设立“科普驿站”
等栏目刊登科普知识，在校园楼廊
设立“科普长廊”张贴科普知识展
板，在班级内设科普图书角等，让
科普教育丰富多彩；组织开展科技
体验、科技创新竞赛等活动，引导
有创新潜质的学生个性化发展。

四是与阵地建设结合起来。
加大科学教育资源的均衡布局，
加强校园科学教育信息化建设；
建立“校馆合作”机制，整合科技
馆、科研机构、科普学会等资源，
实现科普教育功能最大化；加强
教师科学素质建设，在高校开设
科普教育专业培养专职教师，建
立专兼职科技辅导员制度。

“三年不少于 40 小时”的志愿
服务时长其实并不多，组织孩子多
参加一些既能丰富孩子生活与经
验，又能调动孩子投身公益活动热
情的志愿服务就能完成。但志愿
服务在一些平台被明码标价，这种
弄虚作假的行为，与让高中生参与
志愿活动的初衷大相径庭。让高
中生参加志愿活动，是回馈社会、
奉献爱心，能够培养学生的回馈精
神与奉献精神，能让学生变得更有
责任感，也能从中增长见识，还可
以看成是一种素质教育。

而志愿服务弄虚作假，学生不
能通过参加志愿活动增长见识，提
升自身的文明素养与公共意识，反
倒可能让他们养成弄虚作假、不诚
实的恶习。这种做法也是对学校
的一种欺骗，对其他通过做志愿服
务获取学分的诚实学生来说是不
公平的，会严重败坏教育风气。

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时长明码
标价随买随充，只要支付一些费
用，就可以通过多种渠道轻松获得
志愿服务时长。这背后俨然已经
形成了一条灰色利益链。其实不
仅是高中生，大学生志愿服务造假
现象就早已有之。而大学生参加
志愿活动还可能与升学、就业相关
联，面对现实利益，少数学生动了
造假的歪心思，还由此衍生了专门
出售假志愿证明的商家。

对于志愿服务造假，一方面要

堵住漏洞，完善制度，让志愿服务
时长难以通过买卖来获取，而必须
通过真实的志愿服务才能得到。
另一方面，对于网络平台志愿时长
买卖，相关部门要加大打击力度，
平台方也要守土有责，对入驻商家
进行规范管理，对买卖志愿时长的
商家，要采取下架、拉入平台“黑名
单”等措施进行惩治，还要加大和
相关部门的合作，共同对志愿时长
买卖说“不”。对于违规购买志愿
时长的学生与家长，也要让其为自
己的失信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家长称，
身边志愿活动缺乏技术含量，孩
子做了浪费时间，不如直接凑时
长算了。所以，对于青少年志愿服
务项目还要能拓展提升，如学校要
为学生多组织一些有意义的志愿
服务活动，促进学生与志愿活动更
好对接，形成“良性互动”，既让学
生能够从中获得成长，也能通过志
愿服务为社会作贡献。广大家长
也要转变对志愿服务的认识，志愿
服务对孩子来说也并非“无用功”，
能够让孩子从中得到锻炼，提升孩
子的身体素质与思想境界，家长
更不能通过购买志愿服务时长来

“教”孩子弄虚作假。只有学校、
家长、网络平台及相关部门等各
方，都能守土有责，志愿服务才能
够回归本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
积极作用。

培养网络素养应成师德教育必修课培养网络素养应成师德教育必修课
□□戴先任戴先任

□□张小军张小军

学生志愿服务莫变学生志愿服务莫变““造假生意造假生意””

□□何春奎何春奎

学校要在科普教育中大有作为学校要在科普教育中大有作为

为为5151个娃设个娃设5353个班干部岗位个班干部岗位，，

□□叶金福叶金福

学校设学校设““食品安全副校长食品安全副校长””很有必要很有必要

师说 语新

近年来，各地食品安全事故
时有发生，学校也不例外，学生
因食用霉变、过期、不卫生食品
而呕吐、腹泻，甚至中毒身亡的
案例已发生多起。这一起起校
园食品安全事故，无不给学生的
生命健康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和
威胁；同时，也给校园食品安全
敲响了“警钟”。

据了解，学校食品安全隐患
和威胁主要来自于两个地方，一
是学校食堂，二是校外小卖部。
先拿学校食堂来说，要确保学校
食堂食品安全，学校必须建立一
套完整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从
食材采购、进货、验收、清洗到烧
制、留样，必须层层严格把关，只
要一个环节“失守”，就极有可能
引发重大群发食品安全事故。
再以校外小卖部为例，在校外小
卖部里，“五毛食品”甚至是“过
期食品”“霉变食品”不可避免会

存在，学生一旦食用极易引发健
康安全，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而
食品安全防范仅靠学校单方面

“把关”显然有些“势单力薄”。
这就需要专业人员参与到学校
食品安全管理和培训中，从专业
的角度帮助学校遏制校园食品
安全事故的发生。

此 次 ，湖 北 出 台《暂 行 办
法》，明确为每所学校配备“食品
安全副校长”的做法，或能帮助
学校补齐食品安全管理的“短
板”，提升校园食品安全的管理
水平。一方面，“食品安全副校

长”能够深度参与学校食品安全
日常管理，督促和指导学校完善
食品安全制度建设，协助学校开
展从业人员及学生食品安全教
育培训。另一方面，“食品安全
副校长”能够直接指导学校引入

“互联网+明厨亮灶”管理模式，
既方便职能部门的有效监管，又
方便家长实时观看，从而实现学
校食堂食品安全智能化管理。
更重要的是，有了“食品安全副
校长”，学校食品安全就有了专
业的把关人、指导者和管理者，
校园食品安全就有了保障，学生

的食品安全也就有了保证。可
见，学校设立“食品安全副校长”
很有必要。

当然，设了“食品安全副校
长”并不等于学校食品安全就可
以“高枕无忧”了。学校还需要
积极做好各项配合工作，比如定
期进行学生食品安全教育，普及
必要的食品安全知识，教育学生
远离“五毛食品”“过期食品”“霉
变食品”等。只有学校和“食品
安全副校长”一起重视学生食品
安全，共同“编织”学生食品安全
防护网，才能真正让学生食品安
全“无隐患”“无事故”。期待各
地有更多学校设立“食品安全副
校长”，让“食品安全副校长”成
为学校的一个“标配”，既全面提
升学校食品安全管理水平，又全
面保障学生食品安全、健康安全
和生命安全，从而切实守护好每
一位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新学年，伴随又一批高中生走进校园，一些家
长对学分要求中“三年不少于40小时”的志愿服务
犯了难，甚至动起歪脑筋。有需求就有市场，记者
发现，各种平台的志愿时长被明码标价，广为售
卖。（9月8日《北京日报》）

没有“官位”只有“岗位”，将班
级事项细化，让事事有人管，这样
的暖心举动，不仅培养了学生的
责任担当和奉献意识，调动了学
生努力付出、参与劳动的能动性，
也让学生在集体生活中找到了自
己的价值。

“饮水机长”“走廊廊长”“灯
长”等平凡岗位，服务性质大于管
理性质，并不存在一些网友所称的

“满足官瘾”一说，不宜套用成年人
的评价体系，相反可以让每个孩子
有责任可担、有劳动可为，体现的
正是劳动中学习、学习中成长的教
育理念。

义务教育不应只是应试教育，
还当有劳动教育的渗透。新学年
伊始，中小学课程也迎来新变化，
劳动课正式成为一门独立课程，课
程内容分为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
动、服务性劳动三大类别。新时代
劳动教育该怎么开展？劳动课如
何有料、有趣、有意义？或许用班
干部责任为劳动赋能，也不失为日
常生活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的积极

尝试。
班级事务林林总总，53 个岗位

覆盖了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每一
项都让居其位者发挥所长，在班级
里有参与感，为集体出一份力，本
身 就 是 无 比 珍 贵 的 劳 动 教 育 过
程。此前，吉林长春、四川达州等
地中学也进行过类似探索，管花草
的有“花长”，管桌椅的有“桌长”，
管窗台的有“台长”，让青少年在参
与班级事务中，真正理解和认同责
任的内涵、劳动的价值，使勇担责
任、尊崇劳动蔚然成风，也给素质
教育补齐“偏科”短板。

而从网上压倒性的叫好声中，
可以发现，人们乐见这种让学生在

“管理中成长”的模式，认为这充分
考虑到了青少年学习成长现状，通
过引导青少年树立服务意识、劳动
思维，成为更加健全、适应新时代
需求的人才，让教书育人不只有

“教书”一面。当然，“人人都当班
干部”只是其外在形式，重要的是
如何真正落实好这项“创举”，避免
其成为装点素质教育的“花架子”。

是用责任为劳动赋能是用责任为劳动赋能

□孔德淇

“饮水机长”“走廊廊长”“灯长”“窗台台长”“前
门管理员”……最近，四川宜宾的陈女士在社交媒
体上分享了一张班干部竞选岗位表，除了班长、中
队长等“传统岗位”，还有一些特别的班干部，班主
任为全班 51 个孩子设置了 53 个岗位。（9 月 12 日

《工人日报》）

每所学校至少有1名食品安全副校长。优先为偏远农村
地区学校配备食品安全副校长。9月9日，湖北省食品药品安
全办、省教育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湖北省中小学校食品安
全副校长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即日起实
施。（9月11日《长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