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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朝军

我们不能忘
记这样一种现实，
那就是我们教育
管理的对象是千
差万别的个体，
我们组织实施的
班级管理，更是千
差万别、因人因班
而异的教育管理
过程。

每个班级管
理者和学校管理
者，更应该树立这
样一种观念，那就
是“51 个学生 53
个岗位”是需要借
鉴学习，但借鉴学
习的不是形式，而
是一种蕴含教育
理性与管理善意
的勇于创新、立足
实际的管理探索。

“饮水机长”“走廊廊

长”“桌长”“窗台台长”“前

门管理员”……最近，一篇

“二年级 5 班班队干部竞

选岗位”的帖子火了，全班

51位同学，但班主任却设置

了足足53个岗位，确实让人

意外。

毫不意外，51名学生设

立 53 个班干部岗位消息一

公开，立即获得舆论一致

好评，因为这种管理理念和

方法的探索，不仅让传统的

班 干 部 由 少 数 几 个 学 生

“坐庄”变为人人参与班级

管理，而且让班干部角色一

举由“官”转化为“班级服务

员”，这背后透露出的鼓励

个性、发挥特长、引导树立

参与班级管理的意识，以及

增强服务师生意识等，都是

美 好 而 充 满 教 育 智 慧 的

改变。

任何充满教育智慧和

善意的改革，注定都将收获

掌声一片，而且也必然能迎

来 众 多 的 效 仿 与 借 鉴 跟

进。但任何教育创新改革

都必须建立在摸清班级基

本情况和每个学生基本情

况、性格特点、发展方向的

前提下，施以科学理性应对

与充满智慧善意的管理创

新突破。可以这么说，在这

51个学生的班级中，53个班

干部岗位的设置绝非心血

来潮，而是在科学掌握学生

实际情况、班级管理要素、

管理流程需求、服务师生学

习生活、创设良好班级氛围

基础上的科学规划与管理

创新。因此，对“51 个学生

53个岗位”这种充满教育管

理智慧善意的改革创新，所

有基层班级管理者和学校

管理者都应该学习，但学习

领会的重点是充满智慧善

意的教育内涵，是在充分发

挥每个学生积极性的前提

下，最大程度地尊重学生的

成长需求，最科学地设立服

务岗位，让每个学生都有一

种参与班级管理、我为班级

增光添彩、在为师生服务中

实现个体价值的机会与空

间。否则，如果是简单照搬

照抄，难免东施效颦，让教

育管理尤其是班级管理的

智慧和善意走偏，而陷入一

种机械模仿、偏离实际、学

生可能不买账的尴尬。

51名学生53个岗位，这

种独具特色的班级管理，确

实让人耳目一新，进而让这

种班级管理改革充满创新

张力。但是教育管理改革

尤其是班级管理创新，从来

都是一种恪守爱的基础、尊

重个体成长主体角色地位、

蕴含教育人文关爱、凸显班

级人文特色基础上的创新

探索实践。

我们不能忘记这样一

种现实，那就是我们教育管

理的对象是千差万别的个

体，我们组织实施的班级管

理，更是千差万别、因人因

班而异的教育管理过程。

班级组成的差异、师生个人

品性的差异、生源基础的差

异、学校办学特色的差异、

班级人文建设的差异等等，

注定班级管理必然是灵活

多变但绝不能逾越爱的底

线的管理。

比如同样的班级，51个

孩子可以设置53个岗位，因

此，每个班级管理者和学校

管理者，更应该树立这样一

种观念，那就是“51 个学生

53 个岗位”是需要借鉴学

习，但借鉴学习的不是形

式，而是一种蕴含教育理

性与管理善意的勇于创新、

立足实际的管理探索。只

要心中有爱，只要恪守教育

管理原则，只要在尊重和

关爱每个生命个体发展权

益基础上，时刻秉持一种科

学的、充满教育智慧和善

意的改革创新思维，惟有如

此，学校管理，尤其是班级

管理才会有美好的未来与

成效，其对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支撑作用、对学生全面健

康成长的环境供给，才更值

得期待。

“51名学生53个岗位”值得学习无需效仿
来
论

浙江台州 江德斌

投资热门学区房的风险
大大增加，很可能将“高位站
岗”。过去，学区房几乎是“不
跌的神话”，北京、深圳、上海
等许多一线城市都出现过单
价超过20万元的高龄“老破
小”学区房。去年，中央首次
明确提出“防止以学区房名
义炒作房价”，在这之后，炒
作学区房的风气及时被刹
住，随着一系列均衡教育资
源的政策出台，部分一二线
城市的热门学区房价格回归

理性。（9月14日第一财经）

学 区 房 是 一 种 畸 形 的

住房种类，与教育资源过度

捆绑，不仅偏离了住宅的本

质，抬高了居住成本，也增加

了民众享受优质教育的成

本，使得教育和房价越发内

卷，将全民都席卷进来，并成

为民众不可承受之重。因

此，政府推动教育深入改革，

合理优化教育资源分配制

度，推进教育均衡化发展，逐

步剥离掉学区房所附加的教

育属性，乃是有利于“百年大

计”的有效措施，也将深刻改

变教育发展模式，让更多孩

子能够享受教育公平。由此

可见，对于学区房“不跌神

话”的破灭，大众应乐见其

变，同时也需转变思路，要看

到教育改革和“房住不炒”的

政策威力，必将对社会发展

产生巨大影响。在居住成本

下降，教育资源配置更为合

理化后，民众的负担将大为

减轻，人才培养也会更符合

时代需求，教育将迎来新的

发展契机。

学区房“不跌神话”破灭，
是教育均衡化发展的必然

山东威海 刘天放

前不久，辽阳市文圣区
一名中考考生家长为了提高
孩子成绩，在网上购买了一
种“聪明药”，但服用几天后
孩子感到身体不适，就医时
才发现“聪明药”有问题。办
案民警经过5个小时的蹲守，
在某商业网点内将犯罪嫌疑
人朱某某抓获。目前，案件
正在进一步办理中。（9月14
日《法治日报》）

据悉，“聪明药”是包括

利他林、专注达、择思达、阿

得拉、莫达非尼等在内的一

类精神类药物，有些尚未在

我国获得批准上市。我国对

精神药品实行严格的分类管

制，即俗称的“红处方”。人

们比较熟悉的吗啡等止痛药

都被列入其中，就连医生都

不能随便开这类药。正规渠

道买不到这类药品，有人就

通过网上或者其他渠道购

买。对此，有关部门应加大

监管力度，对非法销售行为

“露头就打”。但同时，“望子

成龙”的家长们千万别被“聪

明药”迷惑双眼。如果想借

“聪明药”提高成绩，无疑是

“病”急乱投医。家长首先应

该树立正确的学业观，用正

确的方法帮助孩子调整心

态，缓解焦虑，这才是应有之

举。实际上，“聪明药”在我

国流行了一段时间后，在舆

论不断科普以及一致声讨

下，目前已经式微。但发生

在辽阳的这起事件说明，还

是有家长迷恋“聪明药”。如

果不是吃出问题，这位家长

恐怕仍对“聪明药”坚信不

疑。可见，普及科学知识，戳

穿“聪明药”骗人的把戏，还

有很多工作要做。

迷恋“聪明药”是“误己子弟”

四川成都 何勇海

当下，部分大学生在大
一、大二就开始计划实习、增
加实践经验，对此你觉得有
必要吗？日前，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
对 2007 名大学生进行的一
项调查显示，70.9%的受访大
学生感觉近年来大学生实习
越来越早了。66.3%的受访
大学生实习是为了提升对专
业的了解，摸清未来方向。（9
月15日《中国青年报》）

不少大学生认为，提早

参加实习是明智之举，因为

他们需要的历练、肩上担负

的使命很多，没有过多时间

去等待，在实习、论文撰写等

方面不能拖延，要快点行动；

同时，提早参加实习，有助于

提升对专业的了解，摸清未

来的方向，给剩余的大学学

习、生活订下更合理的计划，

并积累实践经验，提高就业

能力，早点进入社会也可积

累社会经验；当然，也有在校

大学生提早开始实习，是为

改善自身经济状况。

然而从现实来看，实习

要达到拓展自身知识面、扩

大社会接触面，锻炼和提高

能力等目的，既需要扎实的

实习内容为基础，也需要适

当的实习时长作保障。《在校

生实习情况调查 2022》的数

据显示，近九成的受访在校

生认为，实习跨度时间控制

在六个月及以内为佳，其中，

51.9%的受访在校生优先选

择 实习控制在三个月及以

内，38.9%的受访在校生倾向

三至六个月。然而，来去匆

匆的实习，对于就业恐怕并

不会产生实际帮助。有些用

人单位招聘会优先考虑实习

经历多者，因此，部分大一、

大二学生参加实习，并非务

实——夯实基础、锤炼本领；

而是务虚——执着于“刷简

历”，增加就业筹码。于是，

一些打着帮助实习的机构

悄然出现，打着“内推实习”

等名义敛财甚至欺诈。这种

现象加剧了实习焦虑乃至

就业焦虑，把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裹挟进来。这不是帮忙

而是添乱。大学生实习越来

越早，未必都是好事。有识

之士早就建议，大学生要平

衡实习和学业的关系，无论

面临实习竞争还是就业竞

争，还是要打好基础，抓紧一

切时间学习提升，把有限的

时间和精力，花在最值得的

地方，切勿“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

大学生实习越来越早，是捡芝麻丢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