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磊磊

化学教材分男女生版，以或刚或柔的笔触和故事
与中考知识点连接起来；《舌尖上的英语》加入英语绕
口令、美剧、电影和英语小知识，高频考点融汇其中；

《文谈》不教同学死记硬背，而是图文并茂传递解题思
路；数学教材中引入有趣的提神表情包和数学知识，
以减轻学习带来的枯燥感⋯⋯最近，成都 14 名高一
学生制作的中考教辅书火爆朋友圈。

焕然一新的封面，紧跟潮流的故事，轻松幽默的
图画，这群年轻的孩子刷新了我们对于教辅资料枯
燥、无趣的固有认知。在教辅书中融入鲜活的故事，
增添有趣的内容，更是焕发出催人学习的魔力。堵不
如疏的道理谁都懂，但在设计辅导教材的问题上，我
们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某种意义上，教辅书并非越
详尽越好，而是能在辅导过程中激活学生的解题思
路，提升学习能力。图书市场上的教辅资料琳琅满
目，内容上却是大同小异。多少教辅书是站在学生的
立场，真正用心在做？为什么买回来的教辅材料堆积
如山，而真正打开看完的却寥寥无几？除了学生们在
题海中无法抽离，更有辅导书本身缺乏吸引力的缘
故。出版商不能只拼解题专家的名气大小和捕捉考
点的概率高低，更需打造适合学生成长特点和所处时
代环境的产品。

起辅助作用的教辅书，不同于统筹的教科书，应
当紧跟时代步伐，大胆做出创新。刷一千道相似的题
型，不如弄通一道暗含考点的题目。以故事的形式将
知识点串联起来，往教辅书中融入网络语、表情包，实
际上是将现实语境与书本知识有机结合起来，触发学
生的好奇心，在不知不觉中让知识考点入脑入心。这
也有另一重启示：授课老师在教学上，也当联系实际
生活，以讲故事的形式提振学生的热情。

课本教材固有其严肃性，但同样也需要与时俱
进。不应只是对语文课本里的经典篇目进行删减，对
数学中的题目予以更新，而要顺应时代发展，把目光
聚焦于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学生的成长特征。适时地
注入一些新的内容，避免学生陷入厌学、死学的窠臼。

生动了才会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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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语 自由谈

□李洪兴

“进度条你要挺住”，最近，一部名为
《情满四合院》的电视剧让观众看得意犹未
尽，只恨片长不够。跨越 30 年的变迁，讲
述了一个四合院的冷暖，也浓缩了一个社
会发展的时代影像。

这 的 确 是 一 段 带 有 年 份 感 的“ 回 忆
杀”。很多人在剧中看到了从上世纪 60 年
代到 90 年代的老北京，看到了特色鲜明的
传统四合院，看到了老老少少、人情冷暖，
看到了善与恶、家庭与社会的冲突，更看到
了人性的复杂多面。对曾经经历过那段岁
月的人来说，很多场景再熟悉不过了，而没
有生活过的人也能从中感受到父辈的往
昔。有人说，这是一部“孝文化”教育的剧

集。其实，除了敬老爱老的亲情呵护，剧中
反映的点滴生活都是我们绕不过去的真实
存在。

生活一定是有味道的。五味杂陈，在
一个四合院的邻里交往中得到充分呈现。
剧中的寡妇秦淮如为了多弄到几个白面馒
头不得不想很多办法，甚至需要把馒头藏
起来，以防孩子一口气吃光；院子里的三大
爷，整天算这算那，经常会说“算计不到就
受穷”。生活都是有苦有甜的，但苦多甜少
的生活是不美好的。如同今天，我们追求
的美好生活肯定不是馒头与窝头的问题，
而是美味与健康的平衡。

在时间的刻度上，生活确实变了，滋味
更是丰富了。现在的人们即便不知曾经的
苦，却也能从对比中更加珍视如今的甜。

犹记小时候，家里老人常常讲他们那一代
的生活点滴。一大家子有 6 个孩子，吃饭
穿衣都是问题，家里的粗面和野菜掺着吃，
大的把衣服“传”给小的。日子伴随着孩子
的成长也逐渐亮堂起来，这个过程就是社
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过程，难怪老人们总
会说“知足”。生活不会因为吃苦而美丽，
只会因为向着甜蜜努力而更精彩。

进入新时代，我们同样要面对生活的
苦与乐。只是这个苦与乐的内容，都已大
为不同。人们追求的，不再是吃饱甚至吃
好，而是从手机点餐到送至家门的时间长

短；不再是交得起学费，而是“当小学生遇
见苏轼”一样的优质教育；不再是干完家务
有闲暇，而是请个好的家政服务员⋯⋯生
活好了，但仍有各种烦恼，影响着生活的幸
福感。可以说，新时代的生活苦乐问题，就
是平衡与充分发展的问题，也是人人能得

“吾之蜜糖”的问题。
每代人的生活都是时代调制出的滋

味，只有跟上并把握时代，才能滋养生活
的甜。“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
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
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

强国。”千变万变，现代化对于美好生活
的意义没有变。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
代化，再奋斗 15 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人民所
向往的生活，就在奋斗的足迹中不断抵
达。生活更富裕 、城乡区域生活水平差
距更小、生态环境根本好转、文化软实力
显著增强⋯⋯未来的中国当是大而强 、
富而美，未来的生活亦如不少人的畅想，

“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为什么傻柱的路越走越宽？”这是剧

中颇有意味的一问，也让人们反思如何把
自己的路走得更宽。世事变幻，生活向善
向前，只要伴着新时代的浪潮，就能走出一
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新时代，如何滋养生活的甜味？

□毛建国

“小学生学习 APP 排行榜”“中学生必
备十大学习 APP”⋯⋯五花八门、热到发烫
的学习类 APP，几乎可以满足学生的各种
学习需求。不可否认，中小学生的学习，
已不可避免地由 APP 引导着逐渐挥别“纸
质化学习”时代。不过，媒体调查发现，学
习 APP 泥沙俱下，涉黄、抄袭问题不少。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作为网络的
“原住民”，如今中小学生的学习方式越来
越现代化。人手一台智能终端，下载 APP
辅助学习，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应该承
认，学习 APP 主流是好的，总体上有利于
学习。但鉴于中学生的认知特点，哪怕

“污垢”再少，也要引起警惕。
学习 APP 出现的种种问题，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缺乏制衡力量。有人可能会说，
市场会“用脚投票”来进行优胜劣汰。问
题的关键是，市场自发的制衡，有时存在
滞后性；取决于消费群体的认知，有时制
衡力量迟迟不来，有时甚至出现“以丑为
美”，导致“逆劣驱逐良币”。这在学习 APP
上，有着尤其清晰的呈现。

从理想角度出发，市场主体应该有基本
良知，杜绝“污垢”存在。可是，市场主体可
能出于成本的控制，放松了对学习APP应有
的把关；有的甚至会把“污垢”当成卖点，以
此吸引中小学生关注。家长发现后固然会
及时删除，可家长的发现往往是后知后觉
的，伤害总在发现前。家长甚至还有可能

“蒙在鼓里”，永远不知道“污垢”存在。因
此，依靠市场自发调节，肯定不行。

值得思考的是，线下学习材料和学习
工具，并不排除也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无

论是问题发生的机率，还是问题本身的性
质，都与线上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之所以
如此，就在于线下学习材料和学习工具，
具有相对严格和成熟的把关机制，不仅有
事前把关，而且有事后把关；不仅有自我
把关，而且有外部把关。对于线下出版物
来说，由于把关机制的存在，不仅问题相
对较少，而且出了问题还会受到追责，甚
至可能丧失下一年度的订单。

教育无小事，学习 APP 应有负责的把
关体系。这种把关，既包括自我把关，还
包括外部把关；既包括事前把关，也包括
事后把关。鉴于学习 APP 的特点，是不是
要求其先审批再上线，可能需要商榷。但
把其纳入监管范围，强化巡航保安全，对
问题 APP 加以惩戒，问题严重的责令下
架，不仅可行而且可能。总之，学习 APP
不能一路“裸奔”。

学习APP不能一路“裸奔”
来论

时评

每代人的生活都是时代调制出的滋味，只有跟上并把
握时代，才能滋养生活的甜味

洞见

□向帅

不久前，铁路部门推出“接续换乘”方
案推荐及动车组列车“自主选座”两项便民
服务新举措，旅客通过 12306网站或手机客
户端购票时，可以根据系统提供的动车组
列车座位示意图选择座位。对此，有不少
网友表示“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过 去 ，火 车 票 座 位 是 系 统 随 机 分 配
的，不能进行自主选择，这是让乘客比较
头疼的一件事。相信不少旅客都曾有过
这样的苦恼：一家老小或者亲戚朋友集体
乘车，座位却离得很远，甚至根本不在一
个车厢，于是上车第一件事，就是陪着笑

脸找其他旅客换位置，给出行平添了许多
麻烦。事实上，很多人都在质疑，既然飞
机可以选座，为啥火车就不行？如今，铁
总宣布动车组可以“自主选座”，无疑是满
足了旅客的这一需求。

从 2016 年 12 月海南环岛高铁的优先
试点，到现在自主选座功能服务正式上线
于 12306 网站或手机客户端，看似一项小
小的服务举措，不仅体现了科技水平的进
步，也让旅客的出行更加便捷。把座位的
自主选择权交给旅客，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旅客出行的“定制需求”，让座位资源更加
科学合理地配置，实现了人性化与科学化
配置相结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
念，让“铁老大”更接地气。

当然，美中不足的是，目前“自主选
座”只支持动车组列车，还没有包括普通
列车，尤其是普通列车的卧铺选择，对于
老人、孩子来说，如果实现铺位配对选择，
可以让他们乘车更方便一些。

满意服务没有终点，“自主选座”举措
虽好，但“好位置”毕竟只能满足部分人。
而且系统也说明了当剩余座位无法满足
旅客需求时，系统将自动进行配座。那
么，对于那些无法满足“自主选座”的旅
客，如何进一步解决他们的需求，这也将
是铁路部门接下来要重视的问题。我们
在为铁路部门这一提升服务的举措点赞
的同时，更加期待他们能够推出更多满足
旅客个性需求的产品与服务。

“自主选座”让出行更便捷

□唐剑锋

境界是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即修为，
人生感悟。境界高的人，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也能
够自律，也能够慎重行事；境界高的人，在别人听不到
的时候，也能够严格要求，也能够保持清醒。当一个
人在没有任何人在身边的时候，都能坚持“底线”，都
能严于律己，他的思想境界肯定不会差。有自律者，
才会有境界。

杨震的自律，是一种明白。《后汉书·卷五十四·杨
震传》中，记载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样一个典
故。杨震做过荆州刺史，后调任东莱太守。在去东莱
上任的途中，路过冒邑。冒邑县令王密是杨震在荆州
刺吏任内荐举的官员，听到杨震到来，晚上悄悄去拜
访杨震，并带金十斤作为礼物。杨震当场拒绝了这份
厚礼，说道：“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说：

“幕夜无知者。”杨震明确地告诉他：“天知、地知、你
知、我知，怎说无知？”

曹鼎的自律，是一种敬畏。明朝《玉堂丛语》卷一
中记载着“曹鼎不可”的故事，文中说：“曹鼎为泰和典
史，因捕盗，获一女子，甚美，目之心动。辄以片纸书

‘曹鼎不可’四字火之，已复书，火之。如是者数十次，
终夕竟不及乱。”故事说曹鼎在泰和当派出所所长的
时候，抓到一名女犯，美得让他心动。怎么办？不能
执法犯法，情急之下，只好用纸一遍遍写下“曹鼎不
可”四个字，写完就烧，烧了又写，一夜反复几十次，一
直煎熬到天亮没有乱。

杨震不乱，是因为他是一名清官，不想贪不义之
财，只想一心做一名好官，才时刻坚守自己为人的原
则，做官的“底线”。曹鼎不乱，是因为他知道有严明
的法纪，必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是没人监督情
况下，也万万乱不得。人有自律境界高，把握好是与
非、利与弊，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做的坚决不做，
方能内心澄明、动静有常。做好该做的事，尽到应尽
的责，守好为人处世底线，不碰党纪国法红线，堂堂正
正做人、清清白白从政、严严实实干事，必将练就自律
的最高境界。

人有自律境界高

街谈

教育部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在将高校教
师职称评审权“下放”给各高校的同时，强调要

“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
——据新华网
锐评：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师德“统领”

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就是要凸显出“师者当以德
为先”的价值导向。

前不久，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
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将
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其中，“国家鼓励学
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
向社会公众开放”引人关注。

——据澎湃
锐评：越来越多社会资源被公众共享，这是

全社会之福。

继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引发舆论高度
关注后，广西又曝出两起幼儿园虐童案。所谓母
子连心，任何一位家长都无法接受“心中最柔软
的地方”被伤害，让孩子安全、健康成长，是整个
社会共同的需求和希望。

——据《人民日报》
锐评：幼儿教育不是一门简单的生意，也不

是可有可无的过渡，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育阶
段，必须建立起严格的管理程序。

尽管各大电商早早都铆足了劲，但是今年的
双十一，和往常还是有一些不一样。不止战斗提
前打响，就连这次轰炸的手法各家也是各有不同
——定金膨胀翻倍、支付尾款时减免、跨店减免、
各种叠加红包和优惠券⋯⋯玩法可谓是千变万
化。但看完各种购物的游戏规则，本来在外国人
面前找零钱有充分自信的中国网友们，已经开始
发现“数学不好都过不了双十一”了。

——据《新京报》
锐评：过度沉迷于算法和数字，某种程度上

已经背离了“双十一”的初衷。

近日，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先后公示申报升格、
更名和转设的高校名单，引发网友讨论。此前，教
育部曾发布意见，要求坚决纠正部分高等学校贪
大求全，为了更名、升格盲目向综合性、多科性发
展的倾向，严格依据标准审批“学院”更名“大学”。

——据新华社
锐评：改名不是目的，发展才是根本。

湖北宜昌当阳市官网日前发布了一则宣传
当阳市国土资源局扶贫工作的文章，但文题却为

《灌阳县国土资源局多举措助推精准扶贫工作》，
除部分时间、数字上略有出入，绝大部分均与 11
月 6 日桂林市灌阳县在广西国土资源厅官网上
发布的文本一致。

——据凤凰网
锐评：连扶贫总结都抄袭，精准扶贫尽力了吗？

日前，不少共享单车的用户遇到了退押金难
的问题。有多名网友反映，在个别共享单车企业
申请退押金超过两个月后，仍未收到退款。在共
享单车退押金潮中，还出现了黄牛，声称收取 130
元至 150 元不等的费用可以帮助用户退款。

——据《北京青年报》
锐评：共享单车不能靠“黄牛”来退押金，押

金更不能“共享”了之。

“排队两小时，喝茶一分钟。”这是当前不少
网红店的真实写照。所谓网红店，就是通过网络
聚集人气的商铺。然而，最近有媒体发现，一些
表面上的红火背后，人为刷单、水军好评、黄牛排
队等手段，几乎已形成产业链。

——据《钱江晚报》
锐评：“红”是表象、是结果，提升品质、持续

创新，才是内核、是基石。

学生每天上课前要向老师鞠躬行礼，弯腰 90
度，停 10秒以上，老师回礼弯腰不得小于 45度；每
周家庭作业，学生必须向父母长辈鞠躬说声“您辛
苦了”，为老人洗脚一次不得少于 3 分钟⋯⋯近
日，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曲周县的尚书中学因为这
项特殊的礼仪校规“火”了。有的网友说是在发扬
尊师孝亲的中华传统文化，也有网友认为这是在
搞形式主义。

——据红网
锐评：学校推行礼仪教育既要看“行动”，还

要看“心动”，把“表”“里”结合起来，才会走得更
稳健、更久远。

党的十九大清晰地描绘了未来中国发展的宏伟蓝图。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就要努力“站
在社会车轮的前头”，看清发展航程中的矛盾转化、问题更迭，厘清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面临的新的机
遇与挑战，有的放矢、精准施策、主动作为，改进各项工作使其与新时代特点相符合。

领航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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