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只说“真棒”
还是挥起“大棒”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如果有科学的态度，就必须承认，合法、合
理的惩戒对教育起着一种支撑作用。

【新闻背景】近日，网上热传一段视频：一个小
女孩开玩具汽车时不小心撞到了一位大妈，结果大
妈坐地不起，有网友称这是“碰瓷新高度”。该事件
发生在重庆，大妈在倒地前和玩具车发生过接触，小
女孩父母第一时间将大妈送医。大妈被确诊为骨
折，并非碰瓷。大妈婉拒了对方更多赔偿的提议。（3
月24日澎湃新闻）

剧情反转。这个大妈真骨折了，而且不但没有
讹人，还“婉拒更多赔偿”。

一开始，网友几乎本能地站在了小女孩父母这
一边。结论先行，乱贴标签，真是害人啊！

大妈，原本挺有人情味儿的一个称呼，在这些年
快成了“危险勿近”的一个群体。碰瓷的事情当然
有，但一旦思维陷入偏见的陷阱，其结果只能是放大
社会的丑恶，加剧信任危机。

愤怒是容易的，而学会理性看待事物则更聪明。在
网络空间里，要学会甄别和思考，别给任何一个群体乱
贴标签，在真相不明之前别轻易下结论，这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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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不明，别轻易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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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自信去哪儿了？
自从风靡网络的“拉丁小胖”被晚报证实为咱

洛阳娃后，先后有多家媒体向他发出邀请。对此，
众网友议论纷纷。

听闻“拉丁小胖”要进京，@寻找自我的女孩
子和@洋大叁很期待：洛阳娃真“加斯”！@讨厌葱
姜蒜的姐姐忙“点赞”：小网红要变大明星了！对
了，跳舞前一定要吃饱啊！

成名之后的路该咋走，@千山寒嘱咐“拉丁小
胖”要莫忘初心：跳舞是为了高兴、为了减肥，这就
足够了。把上电视当成一件普通的事儿来看吧。
@秋刀鲤鱼表示赞同：说不定会有商家来联系“拉
丁小胖”代言产品、进行商演啥的，孩子小，家长一
定要为孩子的成长多考虑考虑。

@三尺万卷：人家“拉丁小胖”一不骄傲、二不
胆怯，那股自信劲儿没啥改变，值得大人学习。

@REAL黄俊达接过了话茬儿：没有什么比全身心
投入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儿更美好的了！这个勤奋
努力的小胖子不正是许多人曾经的模样吗？@哦哦
噢噢嗯嗯感慨：特别喜欢他的认真与专注，不完美
但热爱着，肯付出的人运气不会太差哦！@樊耀文
微博总结：自信是成功的秘诀，这是个“金道理”。

也有人看法不同。@花姑凉划船不靠桨发
言：自信不是盲目的，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气质。
毕竟还是个娃娃，长大了就知道啥是“一山更比一
山高”。@鸿雁滑翔“和稀泥”：童言无忌，较真儿
就没意思了。

有网友认为，不少成年人之所以丧失了自信，是
因为太看重面子，小时候总想着长大后过上自己喜欢
的生活，但长大后因为太在意世俗的眼光，活得矛盾
又迷茫，这不得不说是成年人的悲哀！ （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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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梁实秋曾在他的文章里讲过一个外国的故
事，很有意思：母亲带孩子来到百货商店，在看见一匹
木马后，孩子一跃而上，前摇后摆，不肯下来。店员们
劝，孩子不听；母亲叫孩子下来，还是不听；有人说带孩子
去吃冰淇淋，依然不听。最后，一名聪明的店员建议把该
百货商店特聘的儿童心理学专家请来解围。这名专家了
解情况后走到孩子身边，低声说了一句话，那孩子听后
像触电一般下来了，牵着母亲的裙子仓皇离开。这名
专家说：“我说‘你若不下马，我打碎你的脑袋’！”

近日，石油路附近的一家养老公寓来了两个初中
生模样的女孩，她们想在这儿当义工。工作人员觉得
事有蹊跷，便报了警。实情是，这两个女孩是郑州一
所中学的学生，因没按时完成作业被老师批评，一气
之下从郑州逃学到洛阳！

上学听讲、做作业是学生的本分，没按时完成作
业被老师批评也理所应当。被批评几句就愤然离家
出走，真是让家长和老师闹心。

之所以离家出走，说明这俩小姑娘对老师的惩戒并
不认同。

“赏识教育”被推崇多年了，对学生进行任何形
式的体罚都会引起舆论哗然。这自然是教育文明的
一种进步，毕竟没有谁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面对棍
棒、胆战心惊地接受教育，但一味儿强调赏识，抛弃
惩戒，就会让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教师不敢批评、管教
学生，教师的教育权力与责任不断被弱化，甚至很多
学生也错误地认为“老师哪怕只是批评我也不行”！
当教育只剩下赞美、欣赏和鼓励，只会说“真棒”，这
合适吗？

赏识与惩戒，其实是教育的一对翅膀，缺少哪个
都不行。如果有科学的态度，就必须承认，合法、合理
的惩戒对教育起着一种支撑作用。

惩戒缺失，是对错误的放任自流。打个比方，对
于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校园暴力事件，简单的说教有
用吗？从另一方面来讲，校园暴力日渐上升为社会议
题，跟惩戒教育缺失有没有关系？

有教育家说过：“合理的惩戒制度不仅是合法的，
也是必要的。适当的惩戒，不仅是一个教育者的权
力，也是一个教育者的义务。”

老师不是神，一旦丧失了合法惩戒的权力，教书
育人就难获成效，教育就可能得软骨病。同时，对学
生来说，惩戒教育也是一种规则教育，受了惩戒，学生
才会了解规则意识，懂得如何去遵守规则。如果小错
不纠，一旦发展到孩子无所畏惧的地步，教育也真的
是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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