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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家媒体对河南郑州中牟县女教师生育二胎需排队一事给予关注。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明确规定各
个学科可以怀孕二胎的教师名额，且指标不用过期作废，怀孕后还可能被转岗。学校领导多次表示：“做不到
就走人！”当地教体局相关人员称：“国家政策下来了，具体到一个单位，肯定要以单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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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 学费将合理定价依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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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生发起亲吻陌生人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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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部 门 联 手 统 筹 留 守 儿 童 保

护 建强制报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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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事原本有一个更好的解决
渠道。设限违法，不设限又影响教学秩
序，为什么不换个思路来解决问题，既
然这是个长期存在的现实问题，校方能
不能多招几个人，教育主管部门能不能
多给几个编制呢？

至于增加用工带来的成本问题，用
人单位恐怕也得理性看待。应该看到，
不止用人单位，整个社会都在分摊成
本，家庭在承担成本，怀二胎的员工会
增加企业用工成本，社会为了解决二
胎孩子的医疗教育就业问题也将付出相
当高的成本。这种成本原本就需要社会
共同承担。政策的改变一定会带来用
工制度的改变，用人单位也应该主动调
整用工制度人事安排，去适应这种环境
的变化。希望牺牲一部分女性的权利来
达到平衡的目的，其实就是在逃避社会
责任。

这恐怕也不是一校一地的问题，而
是各行各业都将面临的问题。普遍二孩
制度的实施，社会最关心女性的劳动权
利能不能得到保障。其实只要严守法
律，严格按法律办事，女性的权利一定
能得到保障。学校不支持女老师怀孕，
还有法律支持；教育部门乱用权力，还
有上级部门管着。关键是，法律能不能
果断清晰地支持这样的诉求，能不能倒
逼用工单位积极面对这样的成本。学校
给老师下命令，那教育主管部门干吗去
了？女性的基本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
益的保护部门又在哪里呢？

（原载 《钱江晚报》，作者系高路，
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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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圈最近似乎开启了“道歉
模式”。湖南华容一位昔日“神童”
的母亲，面对媒体反思自己当年对
孩子的教育“太狠了”，最终酿就了
儿子“17 岁进中科院硕博连读却遭
退学”的苦果；无独有偶，辽宁沈阳
一位高中老师时隔 15 年后，向被自
己伤害的学生道歉，认为自己当年
过于严苛，打击了学生的自信。

无论是谁，为自己当年的过错
公开道歉甚至忏悔，都需要巨大的
勇气和诚意。君不见，同样是十多
年前的旧事，河南周口冒名顶替上
大学一事已沸沸扬扬持续月余，当
事人王娜娜要求冒名者公开在媒体
上道歉，至今仍未如愿。而作为家
长或教师，能为当年错误的教育方
式道歉，实属难得。舆论场中一些
人为他们点赞，理由大多基于此。

扪心自问，有多少家长和教师敢说
自己从未做过伤害孩子的事？多少
人又有公开道歉的勇气和诚意呢？

必须厘清的是，点赞是肯定他
们懂得反思、勇于认错，但并不能遮
掩他们当初的过失和谬误。仔细查
看新闻不难发现，无论湖南那位昔
日“神童”的母亲，还是辽宁那位高
中教师，教育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
严苛，即要求孩子、学生必须全身心
投入学习，一旦学业表现或考试成
绩稍有不佳，即加以惩罚。最典型
的表现就是语言暴力加各种惩罚。
这种严苛的教育方式并非一无是
处，相反很多时候会带来一时的“成
功”。短期成绩的取得，恰恰会不断
强 化 他 们 对 此 种 教 育 方 式 的“ 自
信”，不经历岁月的淬炼、现实的打
击和思想的转变，他们很难跳出这
种教育模式的窠臼。正因如此，反
思和道歉在十多年之后才姗姗来
迟。

道歉的意义，或许更多的是让
道歉者本人放下一些心理负担，而
对于当年受到伤害的孩子、学生而
言，无论是感动、释然还是仍耿耿于

怀，抑或早已全然忘却，又能怎样
呢？因当年急功近利的教育结下的
果，他们的人生轨迹已然被改变，这
或许才是最值得警醒和痛惜的无奈
现实。

迟来的道歉，是教育的一面镜
子。今天的家长和教师可以拿这面
镜子来照照自己：是否正在重演着
他人曾犯过的错误。我们希望每个
人都能给出否定的回答，然而现实
恐怕并非如此。媒体最近报道的一
些个案，一再提醒我们现实的不容
乐观。比如，在河南宝丰县，一个 9
岁男生仅仅因为在和同学玩闹时，
不小心撞开了校长办公室的门，就
招致校长一阵暴打，结果引来警方
介入调查。从媒体报道的情况看，
这位校长属于酒后失德，不知他酒
醒后是否会幡然悔悟，他的道歉和
悔恨何时才会到来？

不必再一一举例。那些虐待孩
子的幼儿园教师、给孩子疯狂加码
的“虎妈”“狼爸”，如果他们意识到
将来会为今天所做的一切道歉甚至
忏悔，能否及时做出改变？希望他
们都能读读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的这段话:“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
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去推动
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
个灵魂。”教育终究要以爱为养料，
以孩子的健康成长为旨归，而不能
总打着“为孩子好”的旗号，有意无
意地摧残着孩子的身心。

如果说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属
于相对微观的领域，各级政府和教
育主管部门承担的职责，显然属于
宏 观 层 面 ，影 响 范 围 更 大 也 更 深
远。据新华社报道，为加强对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
和统筹协调，经国务院同意，由民政
部等27个部门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
爱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做
好几千万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工
作，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成长和教育
环境，无疑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面向
未来的工程，期待这种制度能及时
得到落实，能取得理想效果，这样
未来才能少点后悔。

或许家长、教师和每个与教育
相关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今天
对孩子所做的一切，将来可以不必
愧疚和后悔吗？

迟来的道歉是教育的一面镜子
杨国营

从3月开始，四川成都市中考体育陆
续开始。为拿到50分的满分，学生们纷纷
进行针对性训练。记者调查发现，临近中
考，专业的体育教练“供不应求”，每天夜
间、周末都排满了课。请体育家教通常为
2小时1课时，花费在80-500元不等。如
此“下血本”，家长们为了孩子的成长也是
操碎了心。

体育家教也疯狂

从用工管理的角度看，排队怀
孕的做法过于简单粗暴，不够人性
化。从政策层面来看，全面放开二
孩后，国家要求减少生育审批，排
队怀孕或者说怀孕指标化，相当于
学校加了一道审批手续，这是跟国
家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所以，
中牟县第一高级中学的规定引发
争议，并且引起诸多网友批评，也
就在所难免了。

但也要看到，学校出台这一规
定实属无奈之举。学校女教师较
多（其实放眼全国，这是普遍现
象），涉及的教育教学工作面大，如

果扎推生育，难免造成学校多项工
作无法正常进行。产假 6 个月左
右，相当于一整个学期，教师大面
积缺员对教学的影响之大是显而
易见的。

学校跟企业不一样。一家企
业的女职工短时间内集中生育，或
许半年之内缩减生产量就可以
了。但在学校，如果大量学生没人
教，或者因为老师太少而影响了教
学质量，会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带
来较大负面影响，学生及其家长肯
定不满意。

生不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

子，的确是女教师及其家庭的自由
选择。但教书育人不是小事，因为
要对学校和学生负责，女教师生孩
子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了学校的
事。女教师应多跟学校沟通，学校
也应以更加柔性的方法加以统筹
安排，最大限度地让学校、员工、学
生及家长都满意。

县、市教育部门应重视这一问
题，加以协调解决。比如，让教师跨
校交换轮岗，缓解缺员压力。在一
个学校里，人员调剂的空间很小，学
校只能从怀孕时间上想办法，从而
出台排队怀孕这样的硬性规定。如

果范围扩大到一个县乃至一个
市， 盘子大了，“辗转腾挪”的可能
性就多了。以空间换时间，就不致
于让女教师排着队怀孕。

从整个社会来看，全面放开二
孩，确实为那些女性用工量大的用
人单位带来了困扰，增加了管理成
本。对那些出台极端管理措施的用
人单位，社会各界不应只是简单谴
责、谩骂甚至追责，这样或许会加剧
就业歧视，恶化女性的就业环境，而
应想方设法助其解决问题。

（原载 《中国劳动保障报》，
作者系子枫，有删改）

缺员难题有待柔性求解 谁来支持
女教师说“不”

“家规”岂可大过国法？
中小学里，女教师居多，如果

扎堆生二孩，显然会影响学校的教
学安排，所以学校想对女老师的生
育问题“宏观调控”一下，其实可以
理解。问题是，这种调控以什么样
的方式方法去实现。教书育人的
地方，循循善诱，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难吗？非要采用这种强硬和简
单粗暴的做法吗？

方法不恰当的背后，是一种
偏误的观念在作怪——你既然是
我的员工，就得听我的，国家法
律像“县官”，内部规章制度是

“现管”，“县官”不如“现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我国妇
女有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
育的自由。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
日臻完善，对已孕女性的保护也
越来越多，企业以女职工怀孕为
由降低其工资待遇、与其解除劳
动合同等，都是不被允许的。

而 从 法 的 效 力 和 位 阶 上 来
说，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宪法、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地方政府规章，其效力是递减
的，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冲突。
不难发现，一些单位的内部规
章、制度的位阶很低。当然，这

不是说职工没有必要遵守内部规
章，而是说内部规章不能与国家
的基本法律法规相冲突。

现实中，这种把内部规章看得
比国法重，制定或者践行的“家
规”违背国法意图、内容的情况时
有发生。出现这些情况，首先是因
为不懂法、不畏法，法治意识淡
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社
会树立法治意识、法治思维。其次
是不尊重员工的利益和诉求。休息
权、人格尊严、人身自由、生育
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

法律一旦颁布实施，其调整

范围内的人和事都应受其约束，不
能附条件执行或在执行上打折，也
不能强制设定额外的义务。企业欺
负职工可以找到一千个理由，维护
职工权益的办法只有一个，依法办
事，“不越雷池半步”。

此番对“家规”与国法之间
内容和效力的讨论，不仅仅是在
为女教师的生育权鼓与呼，而是
在为所有劳动者伸张权益。一句
话，“家规”也要守国法，这一点
没有商量的余地。

（本文系 《工人日报》 社评文
章，有删改）

不看“有用”的书，不是说不给孩子
选好书，而是在选择中要以孩子的兴趣为
核心要素，不以“有用”为选择标准。

事实上，“有趣”与“有用”并不对
立，有趣的书往往也是有用的书。一本好
小说对孩子写作的影响绝不亚于一本作文
选，甚至会超过作文选。陶行知先生就曾
建议把《红楼梦》当作语文教材来使用。所
以，我常说的“不读有用的书”是一种矫枉
过正的说法，目的是强调关注“有趣”。只
有“有趣”，才能让孩子实现阅读活动，只有
实现了阅读活动，才能实现“有用”。

在读什么的问题上既要给孩子一些引
导，也要尊重孩子的意愿，一个中心目的
就是尽量调动孩子的阅读兴趣，先考虑有
趣，再考虑有用。

我女儿圆圆最早读的长篇小说是金庸
的武侠小说。我之所以当时建议她读金庸
的书，是因为金庸的小说悬念重重，情节
有趣，能吸引人读下去；而且他的文字非
常规范，笔法老练，读来感觉通俗流畅；
里面充满爱恨分明的情感，符合儿童的审
美心理；有一些爱情描写，但都有着不食
人间烟火的纯洁和干净。所以我后来也向
很多人建议，让孩子去读金庸吧！

其实我自己并不是金庸小说的爱好
者，假如中学时代看到他的作品，可能会
很喜欢，但我看到他的小说时已工作多
年，阅读口味已不在这里了。后来读了两
部，也只是为了带动圆圆的阅读。

圆圆一接触这些书，果然就被迷住
了，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一口气把金庸 14
部武侠小说全部读完。我本来以为她读完
这些书后应该读更好的书，就给她推荐几
本名著，但发现她兴趣不大。

有一天，我们在书店里看到卖《还珠
格格》，她当时正热衷于看这个电视剧，
眼睛一亮，就忍不住翻起来，发现里面情
节和电视剧基本一样，有些兴奋，就买了
一套，这样她就可以在电视剧播出之前了
解到故事情节了。我记得那个书一套有很
多本，她很快就看完了，因为她对这个故
事太感兴趣了。到圣诞节，我又买了整套

《还珠格格Ⅱ》 作为礼物送给她，圆圆喜
欢极了，又一口气把那么多本看完，而且
不止看了一次。

我见过一位家长，她很注意孩子的阅
读，从孩子在幼儿园时就开始讲安徒生童
话，孩子上小学识字后让孩子读插图本的
安徒生童话，孩子上初中后，她又买来了
厚厚的一本纯文字的安徒生童话全集和诺
贝尔奖获奖作家散文选。结果可想而知，
孩子“不好好读课外书了”。还有一位家
长，他一考虑到孩子需要读些书，就直接
买来《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
成的》等，结果是他也把孩子吓住了。

这些家长为孩子提供着“经典”，旁
人对他们的选择可能也提不出什么批评。
孩子们虽然不知道自己需要哪本书，但他
们知道不需要哪本书，对于没有兴趣的东
西，他们只有一个态度：拒绝。

所以，在给孩子选择阅读书目时，要
了解孩子，然后再给出建议。不要完全用
成人的眼光来挑选，更不要以“有没有
用”来作为价值判断，要考虑的是孩子的
接受水平、他的兴趣所在。

我还见过一位家长，她发现自己正在
读初中的孩子爱读韩寒、郭敬明等一些少
年成名的人的作品，大惊失色。其实，她
自己从没读过这些人的作品，不知为什
么，就主观地认定这些作品不健康、没意
思，总是阻拦孩子去读。结果她和孩子常
发生冲突，凡她推荐的书，孩子一概拒
绝，凡她不让看的，孩子就要偷偷去看。

我的建议是，家长自己如果经常读
书，心里十分清楚哪本书好，可以推荐给
孩子；如果家长总能给孩子推荐一些让他
也感到有兴趣的书，孩子其实是很愿意听
取家长指点的。但如果家长自己很少读
书，就不要随便对孩子的阅读指手画脚，
选择的主动权应交给孩子。

2000 年教育部颁布的语文教学大纲
规定出了中学生必读的三十部名著，中外
各十五部。我不清楚近年有没有修改。这
三十部书都是经典之作，可以作为选择参
考。但是否适合全部推荐给中学生，恐怕
还需要斟酌，毕竟有些作品离当下孩子们
的生活太远，而可读性又不是很强，也许
它只是适合孩子们长大了再读。

真正适合孩子的东西他一定不会拒
绝，他拒绝的，要么是作品本身不够好，
要么是和他的阅读能力不匹配。

（本文系尹建莉工作室微信公众号文
章，有删改）

不要用成人眼光
给孩子挑书

尹建莉

王铎王铎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