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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论撷英

我院不是“自由撰稿人”联盟，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想说什么就说
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毫无政治性、组织性和纪
律性。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称，

研究人员不仅是普通学者，还是党的
思想理论文化工作者，更是党思想文
化战线上的战士，决不能把自己降低
到一个“自由撰稿人”的地位上，“自拉
自唱”“自说自话”“自娱自乐”，如网络
大V、网络公知那样

【新闻背景】上海中小学开学在
即，提前拿到课本的家长发现，相比
旧版课本，今年一年级语文课本变薄
了很多。经比对，新的一年级语文课
本不仅删除了旧版本中全部的8首
古诗，7个单元45篇课文也缩减为6
个单元40篇课文，识字量和写字量
都有不同程度减少。（8月26日《新
闻晨报》）

在中国，语文课本的变化往往能
成为社会话题。这大概既是因为中
国的耕读传统，又是因为我们已经
潜移默化地达成一种共识：汉语言
文字，就像时下的道德议题一样，早
已令人们心中五味杂陈。就像报道
中的上海一年级语文课本，其实离
大家很远，但当人们各持己见时，好
像它就是柴米油盐。

小学语文课本瘦身从古诗开始，
此举合适吗？所谓的担心，无非是些
很古老的文学逻辑，譬如“书读百遍，
其义自见”，又譬如“熟读唐诗三百首，
不会作诗也会吟”。这样看来，抛弃了
诗文，算数典忘祖。不过，语文课本里
少了几首诗歌，并不代表辅导材料里
也没有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诗
文阅读传统与趣味，如果全部用薄薄
的课本承载，这是何其荒唐而悖谬的
事情！

经济都能进入“新常态”，因时而变
的语言文字又有什么理由因循守旧呢？

“要不要删除古诗”是个千人千面

的议题，但有两点是肯定的。
一是语文课本不能太端着架子，

总要有点温度，该出现或不该出现什
么文章，不能闭门造车。就像作家叶
开在“语文教育路在何方”论坛上说
的，现行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不少无
趣的内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最需要
阅读的动物题材小说却一篇都没有。

二是社会对语文教育改革得多一
些宽容与理解，语文教育得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这是很吊诡的一件事：你删
了古诗，有人说8首古诗读来朗朗上口，
很受学生欢迎；你要是不删，有人说课
本太厚，为什么不减负。

那么，教育部门该往左还是往右？
有一点是肯定的，语文教育是个动态过
程，谁也不能指望一个学期的课本包罗
万象，更不能指望几篇课文奠定学生一
生的语文素养。

客观而言，社会对语文教育细节
的关注应当辩证来看。

有人说，时代需要语文。语文课
本中，古诗和其他文章的删删改改是
摸石头过河的过程。多一份耐心，多
一些理性，语文教育改革才会真正贴
近过去与将来。

■洛浦听风

语文课本瘦身，从古诗开始？
本报特约评论员 邓海建 龙门 站

“最严禁令”，今后还会有吗？
近日，偃师高中颁布的学生管

理“八条禁令”被称为“最严八条禁
令”，并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校方
表示，将对禁令逐步进行修订完善。
对此，众网友有话说。

这些禁令为何遭到不少人声
讨？@喊我黄司令感慨：一石激起千
层浪，谁的学生生涯没遇到过学校
的各类禁令？@大兔纸想要腹肌：这
是否能从侧面反映出，学生携带手
机和早恋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

家长们则是一边倒地支持这些
禁令。@一页西国：这是意料之中
的，按家长的逻辑，学校管得越严越
好，这样才能让学生们好好学习。@
猫的嫁衣补充说：不少家长都愿意
把孩子送到以管理严格著称的县高
中，这些禁令肯定正合家长心意。@
天枰座的奶茶分析：家长管不住孩
子，只有依靠学校的各项禁令了。

颁布禁令的初衷是为学生好。
@不会玩圣骑士：我就是个坏学生，

男孩儿们扪心自问，禁令里提到的
事儿干得还少？@lvming36 表示赞
同：现在的孩子越来越出格，放松管
理有可能演变成放纵！@小石头漫
画：等到学生出问题时，家长又该怪
学校没管好了。

严管，尺度很重要。@湖南女子
学院张闻骥建筑工程师：管理不能
太过简单粗暴，动辄就留校察看、勒
令退学，这种高压政策可能适得其
反。@张栩翔建议：学校管理多一些

“人性化”，管理要因人而异、循序渐
进，别那么没有耐性地搞一刀切。

然 而 ，正 如 @starloveleaf21 所
说，类似禁令为何层出不穷更值得
思考，学校和家长首先要学会正视
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尤其是在早恋
问题上思维不要太僵化。@洛阳好
备T认为：学校、学生的关系是个问
题，如果学校总是那么强势，难免出
问题。

（春兴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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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职业技术学院
五年制大专、中专、技校招生正在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