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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
了针对高校、中小学、幼儿园
教师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
办法，明确表示坚持师德第一
标准，对师德违规问题“零容
忍”并严肃惩处。截至目前，
大 约 有 93 个 典 型 案 例 被 曝
光 。 然 而 伴 随 着 这 些“ 真 问
题”被发现，不实的扩大化举
报也开始出现。

许 多 举 报 理 由 很 是“ 离
谱”：有老师在入职第二天就被
家长举报“没有经验、带不好
班”；有老师被家长投诉是因为

“晚三个小时回复家长信息”
“作业布置得太少”；有女老师
因“开车上班太招摇”“在小孩
儿面前吃外卖”“穿的裙子不符
合人民教师形象”一学期被举
报了十几次……一所高中校的
副校长表示，去年一年，几乎每
周都要处理一到两起举报，其
中，扩大化举报能占到他处理
举报事务的一半以上。

监督学校、教师，是家长、学
生的权利，有利于学校、教师发
展，但不实举报恐适得其反。很
多教育行为的边界尺度和评判
标准本身就是模糊、多元的，很
难论清轻重是非。一旦有人拿
这类事情来举报，教师很容易被
认为“方法不妥当”“师德有问
题”，导致身心俱疲、“越来越不
想管事”；学校既要重视学生家
长的诉求，又要安抚教师的情
绪，有时还要给上级部门反复汇
报情况，很容易加重管理负担。
就是洗得“委屈”、一时获胜的举
报人或“受害人”，其实最终也不
能落得什么好——人们与之打
交道，会不会时时都有一种危险
感、提防心呢？他人危、自己安，
不是公认的生存哲学，更不该成
为孩子学习、世人效法的内容和
方法。

不实举报风行，与学生、家
长缺乏温情家校沟通渠道、正
确教育知识、基本社交伦理有

关，也与学校、信访部门处理信
访案件方式方法不当有关，更
与个别媒体偏好教育负面新闻
有关。比如，有的家长分不清教
师的权责义到底是什么，把一些
本该自己做的事当成是老师该
做的，把老师正确的做法理解成
错误的，用社会上的一些丑恶

“潜规则”妄加揣测教师心理。
有的学校、信访部门不按原则处
置举报投诉，遇事不深入一线调
查，不遵循教育规律，不维护公
平正义，只从教师身上找原因；
有的媒体抓住教育的高关注度，
把有争议的事拿到放大镜下、
站在师德制高点上详察、细读，
在教师、学校乃至教育部门的
尴尬中收割流量。

人人自危的职业不会真正
受人尊重，时时自危的职业人
难以干出好成绩。涉教不实举
报，到了该治理的时候了。但
如何治，则还需综合施策。

学校和教育部门、地方政

府，一方面要加强教师教育，
切实规范教师职业行为；建立
更为柔性、多元的家校沟通机
制，方便学生、家长能及时准
确表达自己的意见建议。更重
要的是，还要加强宣传指导，
帮助家长知道学校、教师的权
责义究竟是哪些、有多大，家
庭教育的职责具体是什么、应
该怎么做，有意见建议如何行
使监督权利，进行扩大化不实
举报可能承担什么后果，把不
实举报早早消灭在萌芽状态；对
于那些恶意歪曲事实，诽谤诋毁
教师的不实举报行为，还要拿出
硬气的态度，联合相关部门给予
坚决回击，并及时公开事实真
相，为受陷教师正名，对不良行
为形成震慑。而身负弘扬正气、
传播正能量神圣职责的媒体，
则要恪守职业道德，把不实举
报教育引导也列入宣传报道重
要范围，助推正义社会的更好
形成。

教师如果存在违法违规、
违反师德师风行为，家长、学生
选择向教育局举报或者通过媒
体向社会曝光，这是他们的正
当权利，无可厚非。而且，教育
事业的健康良性发展确实需要
接受家长、学生和社会的监督，
良好的外部监督有利于促进教
育教学工作的改进，有助于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但是，眼下一些家长滥用
举报权，动不动就举报教师，不
管教师的行为本身是否违法违
规、有没有违反师德师风，只要
家长看着不顺眼或者自己觉得
不合适，就选择举报，有的举报
完全是捕风捉影，远离基本事
实，致使对教师群体的举报呈

现扩大化趋势。更有甚者，一
些自媒体人为了博人眼球，吸
引流量，恶意炒作旧闻，污名
化、妖魔化教师群体。

显而易见，扩大化举报教
师，让学校、教师分散宝贵精
力，忙于应付举报，整天谨言慎
行，必定造成教师身心疲惫。
更严重的是，不仅直接破坏家
校之间的信任，而且将导致整
个社会环境对教师群体缺乏信
任，在客观上将严重挫伤教师
的职业热情。长此以往，必然
逼得广大教师为了保住饭碗，
不被举报所烦恼，不得不选择
明哲保身，走上“躺平”之路，
在教育学生、管理班级时束手
束脚。换言之，扩大化举报教

师，只是家长一时爽，最终受
损的还是孩子和自己，最终将
影响孩子的成长，乃至影响教
育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

可以说，扩大化举报教师，
实质上是在践踏教师职业尊
严，俨然是在逼迫教师跪着教
书。著名杂文作家、特级教师
吴非曾讲过：“想要学生成为站
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
书。”要让教师拒绝“躺平”，安
心三尺讲台，培养站直的学生，
就必须切实保护教师职业尊
严，维护教师的合法权益，旗帜
鲜明地对扩大化举报教师现象
说“不”，遏制扩大化举报教师
趋势。

笔 者 建 议 ，一 方 面 ，教 育

部门要公开为受到委屈的教
师撑腰。对教师遭到不合法、
不合规、不合理的恶意举报，
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在得出调
查结论之后，要及时公开为受
委屈的教师正名，消除负面影
响。同时，规范教育举报处理，
引导家长、学生正确、合理举报
教师，对屡屡恶意举报教师的
家长，应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甚
至是予以训 诫 等 处 罚 。 另 一
方面，要向污名化、妖魔化教
师群体形象行为亮剑。对恶
意炒作旧闻、制造谣言等污名
化、妖魔化教师群体形象的言
行，公安、网信等部门要依法
处理，并依法追责，切实提高
违法成本。

涉教不实举报风行，该治理了 □张小军

本期话题：

湖北某公立小学一名老师就遇到件“挺奇怪的事”。入职没多久，年级主任提醒她，不要开车上班了。“车也没有停到学校里，为

什么？”这名老师起先没有理会。但隔了一段时间，主任又找她，告诉她有家长几次举报到教育局，说是一个刚毕业的老师开车上班

太招摇。家长言下之意，老师开车上班对学生“影响不好”。这名老师只能改骑电动车。（10月2日《北京青年报》）

扩大化举报成为教师的困扰扩大化举报成为教师的困扰，，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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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萝卜刀”突然爆红，
中小学生纷纷购买玩耍。关于

“小萝卜刀”的消息也霎时引起舆
论界广泛关注，关于“小萝卜刀”
的各种争议质疑此起彼伏，甚是
热闹。

虽然不知道“小萝卜刀”缘何
一夜爆红，但中小学生的追捧和
销售热度，让不少人滋生了新的
焦虑不安。在不少商家和中小学
生看来，“小萝卜刀”不过是玩具
和“解压”工具而已，而且自身不
具备杀伤力，不必大惊小怪。但
在家长、老师和成人眼光看来，

“小萝卜刀”虽然不如真刀锋利，
但用力之下也是可以扎进苹果
的，如果小朋友在玩耍中戳来砍
去，安全隐患不容小觑，让人担
心。同时拿着“小萝卜刀”模仿砍
杀、攻击，有些甚至把这种潜存暴
力因素的行为作为“解压”载体和
玩耍交际工具，无形中更是一种
宣扬暴力、怂恿攻击行为的催化
剂和恶习传染因子，极不利于孩
子身心健康和安全成长，如果不
加以控制，任由“小萝卜刀”及其
翻版爆红传播，后果让人堪忧。

“小萝卜刀”爆红，不管是从
“解压”角度还是宣扬暴力负面影
响角度，其对青少年成长是不容
忽视的不良诱因。从青少年成长
角度而言，虽然我们希望成长个
体时刻处于一种安全健康的氛
围中，但事实上几乎每个孩子的
成长都面临着让人防不胜防的
不安全因素以及猝不及防的另
类影响包围之中。“小萝卜刀”就
一定会构成成长的“恶患”吗？即
便没有“小萝卜刀”就能保证没有

“小番茄枪”“小围巾鞭”了吗？即
便我们封杀“小萝卜刀”，但如果
其他安全教育和安全防范引导不
到位，孩子们的安全就一定能无
虞吗？

“小萝卜刀”焦虑代表了一
种教育思维，就是把每个孩子的
安全健康成长寄希望于“无虞环
境”的创设到位。事实上，保证
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是一个大
课题，更是一个考验教育智慧的
综合考题，任何片面思维和简单
应对都不是高分答案。对于青
少年安全健康成长而言，唯有教
育智慧叠加的给力，而没有标准
答 案 单 独 的 支 撑 。 因 而 ，对 于

“小萝卜刀”，更需要教育智慧应
对，其本质就是充满人性善意、
充 满 智 慧 理 性 的 教 育 引 导 给
力。一方面，我们要秉持一种走
进孩子成长世界的教育心态，去
理性面对孩子们成长中的一切，
用孩子的眼光、孩子的视角、青
少年的成长发育层次去衡量现
实中发生的一切。这样我们就
会发现“小萝卜刀”爆红的真正
原因，实质上不外乎好奇、新鲜、
玩具、玩耍等范畴。那么我们就
可以用一种宽容的心态来平息

莫名的焦虑，用理解的态度面对
中小学生成长中出现的一切。

另一方面，教育最大的智慧，
体现在充分发挥和利用青少年成
长中面临的一切因素并把其转化
为最佳教育因素，让青少年能从
中明是非、知得失、辨优劣、会成
长。任何一种异常现象的发生、
另类行为的出现，其实都是教育
的最佳载体和绝好机会，利用得
当才是最大的教育智慧。“小萝卜
刀”的出现，承担了玩具和“解压”
等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功能，
但其自身更是教育良机和引导载
体。面对爆红的“小萝卜刀”，家
长、学校、教师甚至是社会各界都
不能熟视无睹，也不能过分大惊
小怪，而应该和孩子一起，认真研
究“小萝卜刀”的作用和价值，并
更深一层，发掘其蕴含的安全教
育因素、交际交往引导因素、不安
全隐患排除因素甚至是健康成长
助力因素。我们完全可以采取亲
子沟通交流、专题班队会、校园德
育实践讨论、“萝卜刀是与非”辩
论赛等，教育引导孩子正确对待

“小萝卜刀”，正确使用“小萝卜
刀”。还可以在家校沟通基础上，
联合市场监管、公安、司法、宣传
文化等部门，开展针对性的市场
监督检查、心理健康引导、健康交
际文化创设等活动，打击治理不
合格的“小萝卜刀”，科学引导青
少年理性减压，理性购买学习工
具和玩具，科学处置人际关系和
交往关系等，公安、司法部门可以
采取送法进校园等方式，让青少
年分清行为的是非边界、刀具管
制的法律要求以及健康行为秩序
构建的科学意义等。如果这些教
育引导到位，那么“小萝卜刀”不
再指责、质疑与争议氛围，而是一
种更加人性理性温情的智慧氛
围，“小萝卜刀”也仅仅是“小萝卜
刀”而已。

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不充
分、部分县中水平不高以及老百姓
存在职普分流焦虑的背景下，中考
承载了万千家庭厚重的期待。中
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关注
在所难免。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是实
践的指南，“北京中考改革”的总体
思路是“大减法、小加法，多渠道、新
载体”。一方面，减少机械性、重复
性、低水平的考试内容和形式，减轻
学业负担；另一方面，优化考试方式
和成绩呈现方式，扭转“唯成绩”“唯
分数”的单一、片面评价标准。此

外，畅通多样化录取路径和多元化
升学途径，以纾解教育焦虑。

坚持破立并举、以立为本，“北
京中考改革”闪烁着《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亮光。根
据不同学科特点，将考试、考查、考
核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分类评
价。体育与健康分值为70分，其中
现场考试分值30分、过程性考核40

分，做到了结果性评价与过程性评
价有机结合；“综合素质评价”计入
中考成绩，体现了重视学生身心健
康、全面发展的导向；考查科目“史
地化生”成绩以等级呈现，目的是为
了扭转应试导向，突出实践属性。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
要基础性工作，物理在激发青少年
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和促进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等方面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物理与日常生
产生活息息相关，中考计分科目只
考物理不考化学，说到底就是为了
涵养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当接受过
良好物理教育的青少年越来越多，
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就有更多“源
头活水”，科技自立自强才会更有
志气、骨气、底气。

从八年级学生开始施行，为“北
京中考改革”提供了缓冲空间和过
渡地带，彰显了循序渐进的系统观
念。毕竟，中考改革是个复杂的系
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充分尊重
教育规律和孩子们身心发育的特
点，逐步转变简单以考试成绩为唯
一标准的招生模式，构建引导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内容

体系，“北京中考改革”充分体现了
教育评价改革的精神内核，结合自
身实际将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
的理念落实落地，很可能会引发

“鲶鱼效应”。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

家强。不论是基础教育“扩优提
质”行动计划提出的“扩大优质高
中教育资源，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
发展”，还是新鲜出炉的“北京中考
改革”，都是为了共享教育公平、激
发教育活力、促进社会流动，都是
为了拨亮教育这盏希望之灯，让它
照亮和温暖更多学子前行的道路。

中招录取计分科目减少至6门，历史、地理、化学、生物学成绩以等级呈现，道德与法治笔试由闭卷调整为开卷，物理科目实验操作计入中
考成绩……9月26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关于深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9
月27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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