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障碍生活：从校园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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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无障碍生活的发展，既依靠设施建设、规章完善，
也离不开公众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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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晚报，在国际残疾人日前，3
名我市大学生志愿者受邀体验了盲
人的生活。在这“黑暗的一天”里，
三个年轻人都感受颇多。

值得注意的是，在体验中，盲道
被私家车挤占的情况比较突出。这
与我们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

“发达国家街上的残疾人多”，
是很多人出国的感受之一。残疾人
社会参与度高，来自社会的歧视眼
光少，出门心理压力小，自然是原因
之一。另外，就是因为无障碍设施
较为完善。由于经济、人口等因素，
各国在无障碍设施上的投入也许不
能简单类比，但各类无障碍设施缺
乏养护，被损毁或者挤占等状况，还
是值得思考的。

我市在 2010 年就已出台《洛阳
市城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办
法》，其中不仅规定了无障碍设施的
规划、建设、验收、管理和养护内容，
同时也对失职、违规施工，包括损

毁、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等情况有
明确的处罚标准。问题在于，监管
和执法难以每次都及时和到位，惩
罚性条款的威慑必然打了折扣。

城市无障碍生活的发展，既要
依靠设施建设、规章完善，也离不
开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事实上，对
健全人来说，许多无障碍设施，也
不是绝对“与我无关”。就像无障
碍卫生间，平日里也可以承担不分
性别独立卫生间的功能，可以为带
着女童的父亲或是带着幼子的母
亲提供便利。

整个社会的观念进步，需要学
校教育保障。

今年8月，有媒体报道国内4名
大学生要求教育部公开高校无障碍
环境建设情况。而随着《残疾人参
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管理规定（暂行）》等出台，高考之门
向残障人士开得更大，类似的发问
和质疑会越来越多。

除高校外，中小学校园无障碍
设施情况更值得关注。这不仅关
系到残障孩子从小的就学问题，也
事关孩子们观念的养成。试想，如
果自入学起就开始接触和了解无
障碍设施，他们对于建设无障碍生
活、关怀残障人士意义的认同感无
疑将更牢固。提高校园无障碍设
施的普及率，将无障碍设计应用到
校园各处，并让学生参与到日常养
护工作中，这些都可以成为此项工
作的抓手。

去年9月，晚报报道了市十二中
为了帮助一名常年坐轮椅的同学，
整个初一年级由三楼调整到一楼，
并保持3年不变。老师还特意教导
其他同学，不要使用“残疾”等词
语。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但
我们希望这样的美谈能更多些，多
到成为共识，形成规定，深入人心。
唯如此，城市无障碍生活的发展才
能有更持久的保障。

【新闻背景】 23岁的林女士
身高一米六以上，体重近50公
斤，可在妈妈看来，她身体瘦弱。
于是，妈妈自制阿胶膏，每天监
督女儿早晚各吃一块。女儿本
想顺着妈妈，谁知吃了一周多，
除了半夜流鼻血，还经常拉肚
子、口干舌燥，“去看医生，医生
说我不受补，不能再吃了”。但
是，医生的话并没有能说服妈
妈，反让她更加坚持，还动了气。
（12月3日《重庆晨报》）

因为母亲不同意，一个23岁
的成年人，居然不得不吃让自己
流鼻血、拉肚子的补药。生活中，
在很多母亲眼里，子女是永远需
要照顾、保护与“喂奶”的孩子，自
己所做的决定永远比他们的正
确。而这种“中国式家长”的“爱”
和“关心”，常常是在包办一切：从
学习到工作，从爱好到婚姻……

父母真正的爱，该是让孩子
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你的
生命中分离出去。随着孩子一天
天长大，父母参与孩子生活的程
度逐步减小，这才能给孩子的生
活腾出空间。毕竟，有些路总要
自己走，有些选择必须自己做。

爱是关怀，爱也是放手。若
不然，孩子可能反而要觉得自己
被否定、被侵犯。于是，在一些子
女看来，自己可以小学毕业，可以
中学毕业，可以大学毕业，可在父
母这里，自己永远也毕不了业。

【新闻背景】近日，一条视频新闻引发
了许多网友的热议。这段近3分钟的视频，
记录了山东省菏泽市某中学一名老师在课
堂上的状态：三分钟爆粗口12次，教学生如
何混社会，称“只要你奋斗，谁能不能咋着
你”。根据当地教育部门官微消息，目前该
老师已被做出停职检查处理。（12月 4日
《扬子晚报》）

从视频上看，这名老师很有可能是醉
酒或者受了某种外部的刺激，导致他在课
堂上“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课堂爆粗口”
违反了老师的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也背
离了公众的期待，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失范
行为。

从社会学的角度上来说，“课堂爆粗
口”在本质上是一种印象管理的失败。在
许多时候，老师让人们看到的是“镜中我”；
这一次，人们意外地捕捉到这名教师的另
一面。当印象管理的面纱褪去，这名老师
鲜明的角色反差让人们看到了他不同寻常
的另一面。

一名老师讲几句“掏心窝的话”无可非
议，却不该让学生们的精神家园多了“杂
草”。这名老师用粗鄙、不雅的语言，用简单
的、生硬的方式传递人生经验，这样的“轻率
与糊涂”，根源于精神坐标的迷失与错乱。
以教书育人为本位的教师即使要对学生进
行价值领航，也要注重方式方法。对缺乏足
够价值判断能力的中学生“竹筒倒豆子”，即
使初衷良善，也会由于方式方法的粗糙适得
其反。

“课堂爆粗口”的背后，是价值理性与工
具理性的碰撞与冲突。在不少人的精神家园
里，都存在着明规则与潜规则的摩擦与交
锋。一方面，那种契合价值理性的明规则，那
种“应该的”为人处世规则，理应得到价值坚
守；另一方面，那种契合工具理性的潜规则，
那种“有利的”能够让我们从中得实惠、捞好
处、走捷径的潜规则，让不少人从中获利。在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天平上，一些人难以
平衡。

当明规则难以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作用，
潜规则便有了生存空间。有一定人生经验的
这位老师，对明规则缺乏足够的价值认同，

“课堂爆粗口”让他用一种偏差的方式，将自
己的“心声”表露出来。“课堂爆粗口”不仅是
一种言行上的越轨，更是矛盾的精神世界的
一种写照。

伴随着社会变迁，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
逐渐由人情向规则转变。当明规则越来越有
效力，当公平正义更多地走进现实，潜规则的
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少。“课堂爆粗口”的老师
不仅要接受相应的规训与惩罚，也需要在价
值认同上纠偏。

老师“课堂爆粗口”
不仅仅是言行越轨

爱不是包办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