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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场 □ 高 峰

教育之怪现状

教师节评优岂能暗箱操作
□ 杨启锋

每年教师节期间 ，上至国家 ，下至
地方都要表彰一批师德高尚、成绩突出
的优秀教师，并给予他们物质和精神褒
奖。 对教师而言，这无疑是教师节收到
的最好“礼物”。 在鲜花和掌声中，教师
们能够真切感受到辛勤耕耘的幸福和
快乐。

评优，用榜样影响和激励广大教师，
是庆祝教师节的“重头戏”，可一些地方
的教育部门和学校领导却将其唱成了
“独角戏”。 很多地方和学校对教师评优
“四舍五入法”：信息不公开 ，程序简化，
评比变指定，更有甚者，推选名单也不公
示。 这些评优的暗箱操作将教育公平的
“阳光”屏蔽于“灰色的角落”。 而教育主
管部门对学校报上来的名单既不核实也

不接受群众监督， 以致广大教师连优秀
教师是谁都不知晓， 最后只能通过电视
上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了解相关信息。 这
样的评优，公信力何在？

“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
然而阳光职业的评优却被黑暗屏蔽，这
怎能保障教育公平？

从深层次的原因分析， 评优背后是
权力寻租和利益驱使。 教师节期间表彰
的优秀教师、 优秀教育工作者、 师德标
兵、先进个人，不仅仅是荣誉，更与教师
的职称晋升和工资上涨挂钩， 关系教师
的切身利益。 加之表彰的名额 “凤毛麟
角”，评优成为了教育部门领导、校长手
里的“唐僧肉”，众多眼睛都在盯着它。 某
些教师不能靠教学质量和师德赢得荣

誉，便用利益“公关”校长。 由于缺乏公开
运作的保障机制和权力的有效监督，一
些校长“铤而走险”，置教育公平于不顾，
滥用手中权力， 随意把荣誉当作私人物
品“送给”某个关系要好之人，“省略”公
开评比、民主评议、公示等程序。 这样的
暗箱操作必然存在教育腐败的嫌疑，不
免让广大教师寒心。

“没有监督的权力像脱缰的野马。 ”
教育主管部门理应承担起监管职责，规
范评选程序，防止校长乱作为。 同时，还
应通过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体及时向广
大教师发布评选文件、投诉电话等信息，
引导广大教师参与、监督评选，切实保障
广大教师的知情权、监督权。 唯有公开公
正的评选，才会让获奖者“心安理得”，落

选者“心服口服”，才能让树立的教师榜
样经得起舆论的“考量”。

教育主管部门和校长们不可忽视
评优暗箱操作的负面影响。 如果那些教
学能力低下、 道德平庸的教师当选，势
必会损害广大教师工作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进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和学生
的健康成长 ， 这对于学校教育来说是
“伤不起”的。

总之，杜绝教师节评优的暗箱运作，
让优秀教师在公平阳光的环境中脱颖而
出，传递教育“正能量”，这不仅是提高教
育公信力的迫切需要， 更是教师节里园
丁们的福祉所在。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
渴口中学）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 ，在西方国家
出现了产业工人大量自杀的问题 。 心
理学家进行了跟进研究 ， 发现导致自
杀的原因是职业倦怠 ， 产业工人在生
产流水线上独自地 、 不断地重复一个
动作 ，长此以往 ，就会心理崩溃而导致
自杀 。

职业倦怠是长期工作压力作用的结
果。 今天，从科研人员到领导干部，频频
出现自杀问题。 实际上，综观世界，职业
倦怠已由蓝领转向了白领。

作为白领的一部分， 教师群体也存
在严重的职业倦怠。 教师职业倦怠表现
在情绪耗竭、 去人性化和成就感低落这
三个方面。 情绪耗竭是倦怠最具代表性

的指标，其特征是严重缺乏活力。 不止一
位教师告诉我：真的不愿意上班了，没什
么奔头，盼望着早日退休！

我成长在农村， 经常思考这样一个
问题：为什么农民不倦怠？

一是农民是自由职业者。 该种植什
么，庄稼何时管理和收获，是由自己决定
的，譬如，雨天就可以休息。 所以，一个人
不倦怠的前提是拥有自由。

二是农民在一年当中充满了期待。
庄稼的播种、发芽、成熟、收获，既是一个
劳动的过程， 也是一个期待的过程。 所
以， 一个人没有梦想就会失去生活希望
而陷于倦怠。

三是农民建立起了朴素的人生哲

学。 辛勤耕耘，踏实做事，这是脚踏大地
的耕种生活教给他们的， 而不是自己空
想的。 所以，一个没有人生哲学的人就会
无病呻吟。

今天的很多教师被置于一个像车间
一样的地方，机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如
车间里流水线上的工人。 教师如何破解
职业倦怠？ 我想，教师当如农民。

一是教师要成为自由职业者。 教师
应该拥有选择岗位的自由、开发课程的
自由 、采用教学方式的自由 、评价学生
的自由、时间的自由、空间的自由、心灵
的自由，等等。 如果教师在一个固定空
间和时间里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必然产
生倦怠。

二是对教育教学的过程要充满期
待。 教师要看到一个个生命茁壮成长，而
不仅仅看到一次次考试的成绩。 如果教
师急功近利、违背规律，就会没有希望，
失去幸福。

三是教师一定要拥有自己的人生哲
学。 教师要有社会担当，对国家民族的未
来负责， 坚守道德底线， 成为社会的脊
梁。 如果仅仅为了那份薪水养家糊口，必
然游戏人生，得过且过。

今天教师的职业倦怠已经很严重
了。 真心盼望社会各界把学校变成农田
而不是工厂， 把孩子变成庄稼而不是零
件，把教师变成农民而不是工人！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教师当如农民

争 鸣

围观军训风波

@ 广西邓善源： 教师连自己都保护
不了，何谈保护学生？ 教师不仅要有勇，
更要有谋。 “军训冲突”里受伤的教师，如
果能在过程中协调好学生与教官的关

系，完全可以避免事故的发生。 “教师有
勇”是精神可嘉，但“教师无谋”不可取。
有勇有谋的教师才能在保障自己安全的
前提下保护好学生。

@ 湖南曹灿辉： 现在通行的中学军
训模式， 是新生入校后进行一周左右的
集中强化训练。 这样的军训模式存在一
些问题， 学生的身体素质有个体差异，
“一刀切”的高强度训练方式让有的学生
吃不消， 也容易激化教官与学生之间的
矛盾；集中军训结束以后，不少学生把军
训精神抛到九霄云外， 造成军训 “一阵
风”，效果也大打折扣。

@ 山东纪鹏 ： 此事暴露了部分教
官的心理素质和管理能力低下。网友也
须淡定，切不可盲目评价、转发新闻，这
考验着广大网民的网络道德和理性思
考能力。在这场冲突中，没有胜利者，只
有失败者，教官和师生都是失败者。 真
心期待，军训中的教官与师生都能和睦
相处 ，在快乐 、和谐的气氛中完成军训
任务。

@ 河南李云： 我不清楚军训到底是
为了什么。 为了最后给校领导看看怎么
踢正步？ 每次军训的内容都一样：稍息，
立正，军姿，正步，齐步，蹲起。 这些真的
有意义吗？ 军训，是不是可以休矣？

@ 江苏刘恩樵： 中国有句古话：“不
会睡觉怪床歪。 ”湖南的“军训冲突”暴露
的是军训者素质的欠缺，辽宁的“军训跳
楼” 暴露的是教官方法的简单与孩子心
理的脆弱。 军训本身没有错，错在军训的
组织者与参与者。 对于在军训中造成这
些不良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要“严肃处理，
绝不姑息”。

@ 广东罗日荣： 当我们要求师范生
取得教师资格证才能做教师时， 为何不
对军训教官进行培训？ 不妨规定：只有取
得“军训教官资格证”的军人，才能进入
校园组织军训。 学校在军训前应该与教
官们签订好协议，比如：不能骚扰女生；
不能强行索要女生的电话号码； 不能收
受学生的钱财；不能体罚学生；不能殴打
学生；不能在校园里吸烟，等等。 规范教

官的言行举止， 才能避免在军训时出现
各种问题。

@ 湖南范军：教官与学生的关系，不
能等同于师生关系和师徒关系。 教官用
“军事化”来“对付”学生，双方出现心理
摩擦就难以避免，容易造成对立。 温和的
训练方式更有利于教官和师生和谐关系
的形成。

@ 湖南欧阳志： 我国学生身体素质
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几年，几乎每年
都有军训时新生猝死的报道。 但是我们
不能因为有负面新闻就取消军训， 不能
因噎废食。

@ 山东尚海涛： 这样的军训让人震
惊！ 回想自己学生时代的军训，一个十五
六岁、风华正茂的少年，心中满是对教官
的崇拜和热爱， 满怀兴奋地度过充满激
情的军训生活， 分别时我们热泪盈眶地
拥抱在一起。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军训
是为了让孩子们快乐成长， 让他们在爱
中长大，在接受爱中学会爱别人。

独立观察（30）

有时候，一条消息的传播远远大于消息
本身带来的意义。被网络放大的恰恰不应是
事件本身，而应是真正的民意和诉求———那
就是要警惕教育局局长的非专业化现象。

我不相信
———兼论教育局局长的非专业化现象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这一次，秦德亮，躺着中枪了。
这位原哈尔滨市畜牧局局长因为转任

教育局局长，遭到了众多网友的吐槽。 原本
是再正常不过的一次干部轮岗，何以引起如
此围观？ 我想，其显性冲突可能正是因为这
一“最牛跨行”冲破了人们正常的接受底线。
畜牧和教育是两个完全不搭界的领域，这样
“风马牛不相及”的跨界反差太大，人们实在
难以接受一个过去研究畜牧工作的人突然
转向去研究育人工作。

针对网友的质疑，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回
应称，秦德亮学过师范，当过教师，做过教育
行政工作， 具备担任教育局局长的素质，任
职符合《干部任用条例》和《地方组织法》的
相关规定。 显然，这样的回应并不是网友想
要的。 如果说秦德亮曾经有过教师经历，非
常适合做教育局局长的话，那么，按照这样
的逻辑推理，就意味着，当初组织部门让他
做畜牧局局长的决定是错误的。

我想， 一味地就事论事并没有太大意
义，网友所关注的不是干部任用是否符合用
人程序，不是畜牧局局长就不能做教育局局
长，甚至也不是秦德亮本人是否胜任教育局
局长这一职务。也许，背后真正的诉求在于，
到底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做教育局局长。如果
什么样职业背景的干部都可以去领导教育，
那么无疑是对教育专业性的亵渎。

有时候，一条消息的传播远远大于消息
本身带来的意义。被网络放大的恰恰不应是
事件本身，而应是真正的民意和诉求———那
就是要警惕教育局局长的非专业化现象。

中部某省的一个省辖市下辖 11 个市县
（区），只有一位教育局局长是从教育内部提
拔的，还有一位是与秦德亮一样刚参加工作
时有过教师工作经历的，其他清一色的是乡
镇党委书记转任教育局局长。

我也采访过一位从城建局调任教育
局的局长 ， 一上任就狠抓学校的基建工
作。 工作可谓卓有成效，但是，显然教育内
部还有很多比基建更重要的工作。 在两个
人能力相当的情况下 ，内行往往比外行更
容易抓住工作的重心 ，其决策也更容易直
击教育问题的核心 。 无独有偶 ，一位从林
业局转任教育局的局长 ，每次到学校调研
指导 ，最爱谈的不是教育的话题 ，而是与
校长谈校园里种什么树更好 。 后来 ，这一
现象被校长们广为传播 ，成了极具调侃意
味的谈资。

客观地说，一些行业外的领导进入教育
系统，可能更强势，更善于在各部门之间协
调，为教育部门争取更多的利益。 外行也往
往因为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限制，更有利于
创新工作。但我想，这不足以成为支撑“外行
领导内行”的依据。

干部的任用既要从组织程序出发，还要
从行业专业出发，这样才能避免因为外行领
导内行而常常出现的用行政思维代替专业
思维的现象，这样才能避免我们的教育改革
出现更大的风险。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位好局
长可以带动一方好教育。 校长要持证上岗，
局长是否也需要持证上岗呢？

姑且不论秦德亮本人是否适合做教育
局局长，这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只要他
符合领导干部的用人程序，且看他在实际工
作中的表现如何了。我们所关注的是这种教
育局局长的非专业化现象能否由此改观。当
外行领导内行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时，
是需要引起警惕和反思的。

我相信，有时候，外行可以领导好内行，
外行可能更善于站在教育之外看教育，看得
更清楚，更明白；我相信，一个林业局局长转
任教育局局长，可以为教育系统的环境绿化
工作提供更多便利；我相信，一个城建局局
长转任教育局局长，可以把教育系统的基建
工作抓得更规范、更到位；我也相信，秦局长
经过这番网友的质疑，会用实际行动来回应
网友的质疑。但我不相信，研究林业、城建和
畜牧的局长同样可以很快研究好教育；我不
相信，教育内部没有比畜牧局局长更胜任教
育局局长职位的人；当然，我也不相信，外行
领导内行这种干部任用的怪现象会一直这
样怪下去。

为教师立言
———改版致读者

□ 夏祥程

8 月 24 日，有网络消息称湖
南龙山县皇仓中学在新生军训
时，教官和师生发生冲突，导致多
名学生和教师受伤，部分重伤。

又有消息称 ，近日 ，辽宁阜
新市育才中学高中部女生王静
薇，在军训期间因军姿不好被老
师扬言开除，回家后跳楼自杀。

不知从何时起，军训和暴力
联系在一起 。 作为 “开学预备
课”， 军训一直饱受争议。 有人
说，军训有益于学生的身心健康
和意志力的培养， 要坚持开展；
有人说 ，军训之后往往 “涛声依
旧”， 学生的好习惯并没有真正
养成，军训形同鸡肋；还有人说，
要回归军训背后的教育意义，给
它真正落地的路径与方法……

关于军训，您怎么看———

在第 30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网评天下》全新改版。 改版后的
《网评天下》更新，更活，更深刻。 我们将更新选稿理念，优化栏目，变化

文风，但不变的是我们“为教师立言”的立场！
立言，先看见。 作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三只眼”，《网评天下》将进一步聚焦教育热

点，研究教育规律，发现教育真相，回归教育原点。从理想追溯现实，从过去走向未来，教育评论
以它独立的视角、独有的温度、独特的风格，拉近教育星空和大地的距离。

立言，能听见。 为教师说话，让教师说话，说教师的话，让教师听见自己的心声。 新开设的栏目———“大家立
场”，锁定深度言论，汇集大家思想；“教育之怪现状”，揭示问题，激浊扬清；“天下时评”，广评教育时事，洞悉社会万
象；“局内人”，记录自己身为教师的苦与乐、得与失、危与机、信与仰；“争鸣”，热门话题引爆微评论，你说，我说，他也
说；此外，我们还将不定期组织“系列主题评论”，将视域引入深水区，“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利益，诉求，观点，立场，经
验，教训，希望，梦想……所论之题，发于教师；所评之事，关乎教师。 这不仅是教师思想碰撞、智慧交融的一个平台，更是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精神生长的一片沃土。

立言，敢预见。 评论即建设，可以让教师从教育的“已知”解码“未知”，预见未来精彩的自己。 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完美邂
逅，因为观点和意见的激烈交锋，思想的图腾冉冉升起，教育的气象更加恢宏！ 预见方能遇见，评论教育，就是预见未来。

“我看见了！ 我听见了！ 我预见了！ ”
———这是属于教师的言论狂欢，也是我们希冀的美好愿景。 为教师立言，《网评天下》让天下人关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