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时评
2018.6.12 星期二 责编 田春燕

视觉 田春燕 审读 吕晨晶本版投稿邮箱
jnwb2011@126.com

他议

话题榜

一边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一边是充
满探索和求知欲的学生，两者之间的和谐状
态，应当是老师关心学生，学生尊敬老师。
师生关系在中国的文化中始终都饱含美好
温馨的底色，我们也听过、见过很多师生情
长的感人故事。然而近年来，屡屡出现的一
些暴力事件让人们变得诧异和忧心，学生打
老师，老师打学生，甚至是家长冲进校园打
老师，这种严重撕裂传统人伦关系的校园暴
力事件也引发社会对教育现状的质疑。

几天前，河南一位老师因家长不满成绩
发送至微信群，要求登门道歉导致写辞职信
的新闻还没有完全淡出人们的讨论，昨天，
一则“高考后高三班主任被学生家长暴打”
的消息又在微博刷屏。报道称，因在校期
间管教了上课玩手机、在校谈恋爱的学生，
班主任杜某在高考结束当晚被学生家长带
人暴打。

老师和学生之间动武，原因各有不同，
很多细节或者双方在日常交往中累积起的
怨气我们也无从得知，有时候情况还比较
复杂，但通常情况下，这类暴力总是和当事
人的处事方式或道德品质有关。

师生间的暴力，不能只将板子打到其
中一方身上，很多时候，师生间的矛盾也能

看到家庭教育的缺位。某些家长在家庭教
育上的失败使他们的孩子没有具备与人交
往时所必须的道德品质，孩子或在溺爱中
被惯坏，或在放任中远离了行为规范，又
不服老师管教，成为善用暴力的问题少
年，甚至某些家长不仅不懂得何为教育，
当孩子和老师产生矛盾后还没有是非观
念。因此很多老师感叹，现在的学生越
来越难管。

另一方面，我们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文化，教师这一职业始终被认为是神圣
的，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我们也已经
习惯了不批评老师，老师对孩子说什么都
是对的。我国的家庭教育标志性人物尹
建莉曾说：“我国中小学教师这个职业的
门槛并不高，成为教师的人并非经过了高
于其他职业的道德筛选和素质考证，他们
甚至在学历上和其他一些行业人员相比，
也无明显优势。”也就是说，老师也是普通
人，也会犯错，无论是学生、家长还是老师
自己，都应正视这一客观事实，相互理
解，社会不应对老师做圣人般的期许，老
师也应在学生和家长的反馈中及时反思
自己的不足。

同时，时下学校教育中也有狭隘的一

面，学校教育尤其是对孩子在性格成型关
键时期的中小学教育越来越看重文化课
成绩，孩子课业压力和升学压力陡增，其
心理发育状况却很容易被忽视，道德品
质、良好性格和法律知识方面的教育也逐
渐被边缘化了。或许可以这样说，为了成
绩和升学，尽管老师已经非常辛苦，为学
生付出了很多，即便是心力交瘁、鞠躬尽
瘁，但这种环境下的教学，总让人感觉生
硬的说教多了，和谐的画面少了；老师为
学生生的气多了，对学生的鼓励和笑容少
了；学生对老师的抵触情绪多了，尊重少
了。最后弄得老师很艰辛，学生很压抑，师
生间隔阂颇深。

师生之间的暴力冲突，看起来只是老
师和学生的事，看起来只是因为一件事或
者一句话，其实不然，而是长期教育中的某
个或多个因素出了问题。每一个人的成长
都取决于家长和教师给他营造的、直接包
围他的小环境，每个孩子身上都有家长和
老师的影子，抚养不等于教育，教学也不等
于教育，家长和老师都有义务在教育孩子
这件事上首先努力提升自己，改善自己，如
此才有能力谈孩子的教育，从而改善那些
紧张的师生关系。

为何频现“师生暴力”？

师生之间的暴力冲
突，看起来只是老师和
学生的事，看起来只是
因为一件事或者一句
话，其实不然，而是长期
教育中的某个或多个因
素出了问题。

@草莓味的sunday：考试没考好，这
只是人生中一个小小的挫折，考试也只是
对自己前段时间的成果进行检验，没有谁
能一直保持最好的状态，也不会存在一直
考不好的事情，只要你愿意做就能做好。
就算考试没考好也不要灰心，更不要离家
出走，父母最在意的不是成绩而是你，所
以一定不要让他们担心。

@橘紫叶：记得当年高考结束后，公
布成绩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刻失落的，毕
竟真的没考好，但是也从未想过离家出
走，因为家永远都是我最舒适的港湾。对
于考试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吧，相信未来总
会把你推向最好的地方。

@魏什么勋我：想想我高考成绩下
来时觉得自己没考好，一个人偷偷躲在被

窝里哭了一夜，下半夜我妈终于忍不住
过来 问 我 怎 么 了 ，我 说 声 没 事 ，我
妈 就 安 然 地 入 睡 了 ，现 在 想 想 还 挺
搞笑的。

@印乘：无论你考了多少分，能
不能去你想去的学校，都不用担心，你
能去的地方，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惊
喜，你会遇见一些人，觉得相见恨晚。遇
见你该遇见的，接受你所不能改变的。
所谓的阴差阳错，其实都是自有安排。

@不考到68不改名儿：学生心理存
在偏差，错误的择业观就业观导致对于高
考成绩过于看重，接受不了失败。父母的
家庭教育也存在问题，望子成龙的心理加
剧了孩子的心理负担。

@阿行的筷子：知道拿上户口本，带

上钱，知道手机的重要性，先租房再找工
作，逻辑思维很强啊，他们不一般呐，没有
一定胆量和实力的孩子是做不出这样的
事的，哈哈。

@高速交警王老九：因考试没考好
离家出走，有强烈的自尊心是值得表扬的，
但是我们不能逃避，真正的强者应当选择
面对。

@今天我还没有毕业吗：因考试没
考好离家出走，我小的时候好像也这么干
过，不过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太傻了，不就
是一次普通的考试吗？没什么大不了的，
日子总是要继续下去，而且人生的成败又
不是通过考试来决定的，以后的路还很
长，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吧。

（陈曦整理）

你怎么看“因考试没考好离家出走”？

6月9日晚，南京警
方接到一房产中介报
警，称有3名中学男生
来租房，身上带有户口
本和大量现金。民警立
即赶到将3人带回警务
站。经了解，3名男孩
是安徽某中学的初一学
生，因考试没考好怕父
母责备，相约离家出走，
临走时从家中带走了户
口本和家中的上万元现
金，坐车到南京买手机、
租房子并准备找工作。

■本报评论员 扈宏毅

自由谈

6月10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
洪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云强迫交易案进行
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李云以强迫交易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
元。据悉，李云去年受昆明云迪国际旅行社
聘用，在景洪市为所带游客提供导游服务并
带游客到定点商家消费过程中，强迫8名游客
购买商品、消费“傣秀”自费项目，强迫交易金
额达15156元，情节严重。

“强迫购物”这种事儿，大伙也听说过不
少回了，甚至也亲身经历过。但凡是低价、超
低价的旅游团，大都少不了一个能说会道、你
不购物他（她）就翻脸的“厉害”导游，动辄采
取辱骂、威胁、不发房卡、不让登车等“非常
规”手段，逼迫游客在指定店铺留下“买路
财”。有的游客顾忌到人生地不熟，担忧生命
财产安全，被宰一刀也就认了；有的游客则咽
不下这口气，偷偷把导游“原形毕露”的丑态
拍下来，发到社交网络上。一般来说，只要引
起了一些舆论的水花，该导游就逃不了被吊
销证件的结局，而涉事旅行社也会被有关部
门请去“喝茶”。而这一回，强制游客购物的

导游李云被判刑，还真是开了“依法严惩”之
先河，足以引起业内不小的震动。

按照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强迫交易罪
是指“以暴力、威胁手段强买强卖商品，强迫
他人提供服务或者强迫他人接受服务，情节
严重的行为”。如果导游单纯地劝说游客购
物，买与不买都不影响游客后续的游玩体验
和待遇，那自然没什么可指责的，也不算犯
错；但是导游“强迫”游客购物，一副我的地盘
我作主的嚣张姿态，被判为“强迫交易罪”，那
可是一点也不冤。《刑法》白纸黑字地写着“情
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
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个“李
云”尝到了触犯法律底线的苦果，因主动坦
白认罪得到了从轻处罚；敢问还有多少个

“李云”仍在逍遥法外，是不是也该让他们为
自己的违法违规行为付出代价，到高墙之内
反思？

事实上，一些导游之所以强迫游客购
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旅行社给他们的底薪
太低，让他们用“提成”来补贴收入。那些游

览路线上指定的购物点，与旅行社之间是亲
密的“伙伴关系”，游客只要在那里消费，导
游和旅行社都能获得“返利”；“返利”的多与
少，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导游的“三寸不烂之
舌”。有的导游“忽悠”能力不强，而有的游
客“不购物”的意志又异常坚定，剑拔弩张之
时，导游为牟利不惜采取种种非法手段。对
此，旅行社难辞其咎，对聘用的导游管理不
善只是过错之一，畸形的“高提成”薪金制才
是问题的关键；而要改变旅行社急功近利的
做法，破除导游主要靠“提成”吃饭的行业乱
象，恐怕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达成的，需要有
关部门出台措施、强化监管，整顿旅游市场
秩序。

导游李云因强迫游客购物而被判刑，给
旅游业界敲响了警钟；而有了这个判例，再
有导游胆敢恣意妄为地“欺负”游客，等待他
们的很可能就是法律的“亮剑”。我们期待
着有一天，跟团游的线路清晰明了，不再暗
藏“关卡”和“猫腻”；导游们能学会尊重游
客，不把游客当作“行走的钱袋”，如此方能
谈得上旅游行业的健康发展。

“强迫购物被判刑”是一记警钟

我们期待着有一
天，跟团游的线路清晰
明了，不再暗藏“关卡”
和“猫腻”；导游们能学
会尊重游客，不把游客
当作“行走的钱袋”，如
此方能谈得上旅游行业
的健康发展。

■本报评论员 陈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