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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和高校应建立学校管
理人员轮流陪同学生就餐制度，各
校校级领导每月应至少陪餐一次，
每学期陪餐 4 次以上……” 这是前
段时间公布的 《广东省教育厅关于
学校学生食堂陪餐的制度》 中提出
的要求。

其实， 不管是推行校领导轮流
“陪餐”，还是要求陪餐人员对所食饭
菜进行质量监督， 其目的显而易见，
就是希望学校管理者能通过这样的
方式， 对学校食堂进行切实的管理，
确保食堂的服务和食品的安全，为学
生在校提供良好的后勤保障。

我认为，“领导陪餐” 确实体现
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也存在诸多
问题。 首先， 如果学校领导仅仅把
“陪餐”当作一种形式，那么只会蜻
蜓点水， 很难发现学校食堂存在的
问题。其次，如果学校领导和学校食
堂经营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那
么即便“领导陪餐”如何到位，再严
重的问题都可能得不到解决。 更关
键的是，如果“领导陪餐”成为学生
的伙食改善日， 那就真是完全背离
了设立这项制度的初衷。

事实上，对于学校食堂而言，服
务到底怎么样，饭菜质量到底如何，
卫生安全状况能否得到保障， 自然
有赖于校方的监督，但我认为，最有
发言权的还是天天在食堂就餐的学
生。学校食堂饭菜质量不合格、管理
不到位等问题，学生最先能感受到，
然而在现实中， 学生往往是作为被
服务和被管理的对象， 对学校食堂
没有什么监督权和发言权。 如果学
生能真正对学校食堂进行监督，能
有效维护自身权益， 能对学校食堂
不合理和违规行为说不， 而学校又
能积极客观地回应学生的相关建议
和投诉， 那么学校食堂的问题断不
会如此频繁地出现。

因而， 此事的关键在于学生能
否发声， 是否能对学校食堂进行科
学监管， 而不仅仅在学校领导陪餐
一个方面。

我认为，学校应制订科学的食
堂监督管理办法，让学生以监督主
体的身份出现在监督管理制度中，
比如推行学生定期检查饭菜质量、
食堂卫生安全等 ； 比如举行听证
会，让学生代表在征求大多数学生
意见的基础上，定期对学校食堂提
出改善意见，督促其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

同时， 应让所有学生有合理的
发声渠道。 不仅要设立学校食堂质
量学生监督员， 还要设立学校食堂
意见、建议投诉举报平台，让学生能
对食堂的不足“吐槽”，而且学校对
“吐槽”的问题能积极跟进、及时处
理， 对于学校食堂确实有难处的地
方， 学校可以通过一定的渠道向学
生说明具体情况； 而应由学校食堂
方解决的问题，责令其定期解决，对
于逾期不予解决的， 可以通过解除
承包合同、 实行罚款处置等办法进
行处理……

“领导陪餐 ”制度的本意的确
是好的 ，但终归还是要让 “学生做
主”， 这或许对于提升学校食堂服
务质量和饮食卫生安全等，更有意
义和价值。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禹州市教育局）

“领导陪餐”就
妥了吗
□许朝军

纵横谈

我个人认为 ，不管是在校园里还
是在校园外 ，学生向老师问好是一种
好现象 。 如果有的老师以置若罔闻 、
视而不见的方式回应学生 ，这不仅不
近人情 ，而且降低了教育的品质 。 试
想 ，教师整日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道
德 、礼仪教育 ，教导学生要有道德 、讲

礼貌 ，但在校园里却对学生的问好置
之不理 ， 这样的德育难道不是虚伪 、
无效的教育吗 ？ 而其表现所反映的一
个问题 ，就是用不道德的方式对学生
进行道德教育 ，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
而知 。
（陕西省安塞县建华镇中心小学 常永瑞）

莫用不道德方式进行道德教育

争鸣

面对学生问候，教师为何“高冷”

“时常看到学生们在校园里礼貌而真诚地问候‘老师，您好’，甚至伴有90度的鞠躬。被问候的老师呢？或面无表情地回答
一声‘好’，或以一声干瘪瘪的‘嗯’敷衍，有的老师则干脆视而不见，鲜有老师会热情地回应学生：‘你好!’”以上是一位老师前
不久反映的一个问题，对于这种现象，其他老师怎么看？

如何让知识拥有创造力
□许锡良

前段时间，一篇文章引发了人们对基
础知识和创造力关系的讨论。 文章中提
到，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只是应试
方面的扎实，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知
识扎实。 论基础知识扎实，美国学生比中
国学生强，而且基础知识扎实正是美国学
生创造力强的根本原因。

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我想，如
果基础知识扎实指的是陶行知先生所说
的将知识附着在生活经验基础上，变成一
种活性的知识，那么，这样的知识显然有
利于迁移， 有利于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
样的知识就是有生命温度与生命活力的
知识，自然有利于创造力的培养。

所谓创新，其实是在原有的知识基础

上的突破， 如果没有起码的知识基础，即
使有想象力，也容易变成胡思乱想，而且
只是一种空想，甚至是幻想，不会变成真
正有价值的创造。 而人所学习的知识，只
有在原有的经验与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围
绕问题主动构建所学到的知识，才是真正
有用的知识。 因此，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
必须“从做中学”。

陶行知曾将那些只是用自己的记忆力
而记住的纸上知识称为“伪知识”。那些以圣
人之言为标准答案、甚至为真理，只知道背
诵记忆现成结论的所谓知识，都属于这类伪
知识。 拥有这样知识的人，不仅在现实生活
中难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也不会随着情境
而产生迁移，这样的知识就是伪知识，拥有

这样知识的人也很难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围绕考试所学

到的知识，大多是这类知识。 这类知识若
用来应付考试，常常能够取得高分，然而
这种知识并无助于让人变得更聪明、更有
智慧。 富兰克林说过，一个饱读诗书的蠢
人往往比一个一无所知的蠢人更蠢。 因
为，这种知识常常缺乏生命力，无法灵活
运用于现实生活，没有使用的目标，更不
能够解决现实问题。 当下，大多数学生学
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考试，有时也只
是为了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渊博。

那么，什么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基础
知识？ 什么样的知识才会拥有创造力呢？
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 思想大家，

就是以问题为先导组织知识学习的。 当他
思考的某个问题还没有触及某类知识的
时候， 他宁愿先将这些知识放置于一边，
而不会毫无目的地急于将这些知识储藏
起来，以待某天采用。 直到某一个问题的
解决需要用到某类知识的时候，他才会回
头去补上这一课。

这种因问题解决需要补上的知识，就
是活知识，也就是构建的知识，不仅目标
明确，而且与问题和经验密切相关，不仅
学习的效率高，而且更能够深入理解这些
知识。 这样学到的知识自然就与创造力密
切相关了。 我想，基础知识与创造力之间
的关键，可能就在这里吧。

（作者单位系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时评

感恩教育，别搞花架子
□段 伟

教育怪现状

学生问候老师，老师给予不同的回
应，是师生关系是否融洽的 “试金石 ”。
我们不难发现，那些对学生的问候给予
友好、认真回应的老师，他（她）们与学
生之间的关系一般都不会太差。

老师给予不同的回应 ， 是老师对
职业热爱程度的 “试金石 ”。 我们不难
发现 ， 对学生问候漠然置之的老师 ，
平时也不会太多饱含热情地去工作 。

而 对 教 育 事 业 满 怀 热 情 的 老 师 ，他
（她 ）们会很热情地回应学生的问候 ，
甚至会借机与学生进行沟通 ，以此融
洽师生关系 。

所以 ， 如果老师真正热爱教育事
业、真正热爱学生，就应从热情回应学
生的问候开始，给教育一片蓝天 ，给学
生一颗火热的爱心。
（黑龙江省尚志市亚布力镇中学 赵晓梅）

学生的问候是“试金石”

行走在校园， 老师被学生问好，无
疑是一件开心的事，至少可以体现出学
生对老师的尊重。 但设身处地为学生想
一想，若真诚的问候换来老师的一声敷
衍，甚至置若罔闻，其心情又会如何？ 因
此，既然尊重是相互的 ，那么就应该不
分学生、老师，学生应该向老师微笑问

候， 老师当然也需要以真诚的问候回
应，甚至主动向学生问好 ，这是最好的
也是最简单的教育方式，是一种耳濡目
染的方式 。 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其身
正，不令而行。 或许，这句话用在校园礼
仪方面同样适用。

（浙江省杭州市滨兴学校 姚贺国）

想收获什么就付出什么

学生该不该向老师打招呼，毋庸置
疑———该，但我从不要求自己的学生在
校园里一定要向我打招呼。

试想一下， 在巴掌大的校园里，师
生间来来去去，低头不见抬头见 ，这个
学生打一声招呼， 那个学生问一声好。
我们也要替老师考虑考虑，老师能顾得
上人人都热情回应吗？ 有时老师因为思
考问题，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学生向自己
打招呼……这些“尴尬 ”多多少少会影
响老师在学生中的形象，殊不知，老师
有多“冤枉”。

其实，校园内师生问候，是“绑架 ”
了师生，侵扰了师生的自由空间 ，这种

形式上的问候纯属多此一举。
不过 ， 我要求学生在校园外遇到

老师要尽量问好 ， 我觉得这是很有必
要的。 在校园外相遇，次数相对于校园
里少得多，茫茫人海中熟悉的人相遇 ，
本身就会给人带来惊喜 ， 渴望一声问
候， 也是双方发自内心深处的一种需
求 ，那时 ，师生都是自由人 ，相互问候
可以给双方带来温馨与快乐 ， 任何老
师都不会漠然视之 。 这样既培养了学
生讲文明懂礼貌的良好习惯 ， 还能让
师生从校园过于频繁的礼节中解放出
来，岂不很好？

（安徽省五河县新集中学 王丽丽）

不该用问候“绑架”师生

从人格上说，师生是平等的，没有等
级之分。 因而，当学生向老师问好时，老
师给予热情的回应， 不仅是对学生人格
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展示的是自
身的修养，不仅不会有损教师威严，反而
有助于教师赢得学生的良好口碑。

前年刚接手一个班 ， 部分学生为
了给我“下马威”，经常叫我的名字 ，有
时刚走出教室就叫起来了 。 我苦思冥
想 ，如何让学生叫我 “老师 ”而不是直
呼我的名字呢？ 正当我茫然无计、无可
奈何时，我猛然发现 ，学生有好几天没

再叫我的名字了 ， 以前可是天天都要
叫的呀 ！ 我静下心来寻找答案 ，原来 ，
不管什么学生 ，不管在什么地方 ，只要
他们向我问好 ，我总是喜笑颜开 、高声
爽朗地向他们问好 ， 有时我还远远地
主动与他们打招呼。 我想，这点应该是
我征服学生的原因之一 ， 因为我没有
采取其他举措制止学生的“冒犯”。

老师们，当你的学生对你说一声“老
师好”时，他们多么希望听到你的一声热
情的回应。

（湖北省监利县福田中学 黄鉴古）

教师靠什么赢得学生尊重

近几年，参加过几次学校的感恩教育
活动。 活动现场，学生抱着自己的长辈稀
里哗啦地泪如雨下，过后我问他们：“感觉
如何？ ”学生说：“当时激情澎湃，现在依然
如故。 ”另外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则直说
“感觉很不爽”。

当我们在感谢所谓的感恩教育带来
心灵风暴的同时， 也一定要剔除其糟粕。
就目前许多感恩教育而言， 存在功利化、
庸俗化、虚假化等问题。

学校聘请“感恩教育专家”前来施放
“催泪弹”，演讲者讲得酣畅淋漓，学生听
得热情澎湃，配上感人的音乐，师生和家
长都忍不住飙泪。 不仅只有听讲，还有行
为表演，或让学生高呼爱父母、爱教师，或
让学生当场向父母、向老师下跪。 每每动
情处，满座皆掩泣。 当家长看到孩子的这
一幕时，会有一种错觉：学校的感恩教育
多成功啊！

其实， 现在许多学校的感恩教育，动
不动就让数百上千的学生集体给父母洗
脚， 或让学生集体向父母或老师说对不
起，即使家长对孩子有多不好，即使教师
曾对学生的“不听话”行为进行过辱骂甚
至实施过体罚。 当好事成为一种形式上的
教育，当所有的孩子都处于一种集体无意
识的状态，去做一些可能内心并不愿意做
的事情时，我们就真的需要思考这种感恩
教育的问题了。

其实，无论父母恩还是教师恩，都需铭
记在心，以待日后回报。 感恩教育从孩子抓
起，确实很有必要，可是如果搞成一种道德
绑架式的作秀， 一种形式意义上的教育，这
不仅不利于让学生真正懂得感恩，反而可能
会让学生对学校的这种组织形式产生怨言。

我认为，想做好感恩教育，应注意以
下几点：

一是别搞花架子，感恩教育，说得再

多，不如做得更细。 多换位思考，多念及别
人的帮助，感恩之心自然发芽，感恩之行
自然不远。 人的感恩心态，应该伴随人的
一生，而人的一生，显然不能天天靠表演
度过。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 譬如，让孩子
记住父母的生日，并在当天向父母说一声
生日快乐，这就是感恩；又如，孩子自己的
生日，在邀请同学一起庆祝的时候，要同
时记得感恩父母给予自己生命，感恩父母
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感恩的行为如呼吸，
不动声色，细若纤毫，却伴随一生。

二是教师、家长携手给孩子创造一个
感恩教育的范例和环境， 潜移默化最关
键。 教师、家长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极其
深远，而不应向孩子天天说教。 教师要向
学生传达感恩的理念，自己首先要成为一
个知恩感恩的人，用行动引领教育。 在教
学中，多利用社会上的正能量丰富学生思
想品德教育的内容， 让感恩教育常态化。

家庭是感恩教育最好的场所，生活中发生
的许多事情都是家长教育孩子懂得感恩
的良好素材。 点点滴滴，家长都应该起到
模范作用。 孝亲敬长尽好为人子孙的本
分，是感恩；互帮互助说声谢谢，体恤别人
的付出，也是感恩。 有句俗话说得好，一辈
做给一辈看，一辈一辈不失传。

三是感恩教育与其进行煽情式作秀
表演，不如与传统经典教育结合起来。 近
年来，许多学校开展了传统文化经典诵读
活动，这些传统经典，其实是感恩教育的
范本。 读传统经典，让孩子懂得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自然有助于激发感恩之
情。 当然，学习经典还要注意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

总之，感恩教育别搞得太煽情，别玩
虚假程序式的东西， 不如多来点实在的、
能入脑入心的东西。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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