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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年仅19岁的中国选手

谷爱凌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中夺得金牌，

这也是她获得的首枚冬奥会金牌。

不少网友在议论培养一名冬奥冠军

到底需要花多少人力、物力时，有了

解谷爱凌经历的网友提出，自律的

家长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据报道，谷爱凌表示，妈妈和

外婆是自己最崇拜的女性。谷爱

凌的妈妈谷燕毕业于北京大学，

毕业后赴美留学，她上大学时，就

是北大短道速滑队队员兼滑雪教

练。不少人据此断言，自律的家

长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事实

上，家庭教育是做人的教育，好的

家庭教育能培养孩子积极的人生

价值观。

有一个问题值得思考：如果孩

子学业成绩优秀，我国有多少家长

会让孩子继续从事竞技体育？尤

其是有很大受伤风险的竞技体育

运动？据报道，谷爱凌是妥妥的

“学霸”。去年，谷爱凌以SAT1580

分（满分 1600 分）的高分被斯坦福

大学录取。对于我国大多数家长

来说，如果孩子的学业成绩十分优

秀，大概率不会再让其从事竞技体

育训练。还有一些家长，把通过高

校高水平运动员招生作为进入名

校的“跳板”，而不是为了发展自身

运动兴趣、特长，成为职业运动

员。媒体曾报道，2019 年，北京人

大附中三高足球俱乐部的7名高三

学生接到了一家中超俱乐部的试

训邀请，但家长都希望孩子先参加

高考。高考结束后，7 名球员被北

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录

取，最终没有一人选择试训走职业

足球之路。

这既和家长的家庭教育观念

有关，又和整体的教育评价体系

有关——我国过于重视学生学

业分数的单一分数评价体系，让

学校、学生、家长存在对待除知

识教育之外的其他教育弱化、边

缘化、功利化的问题。在小学阶

段，家长还会让孩子参加艺体活

动、培训，而到了高中阶段就逐

渐远离。

另外，我国有不少家长始终把

孩子置于“安全范围”之内，不愿意

让孩子冒一点险，这也导致很多学

校不敢组织学生开展户外体育运

动，对学生进行“圈养教育”，这也

影响学生的运动兴趣以及冒险精

神培养。

据报道，凭借超越自身极限的

第三跳，谷爱凌后来居上，以最完

美的方式打开了中国冰雪运动的

“格局”。谈及最后惊天一跃，谷爱

凌说，“我妈劝我别冒险，她的意见

是我再做个（右边的）安全动作就

可以了，但我觉得如果不尝试一下

的话，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我’，我

想让自己表现出最好的一面，我在

比赛里面那种心态不是想赢别人，

我更想赢我自己。”从中可见，如果

谷爱凌没有超越自我的精神，可能

就无法获得冠军。

谷爱凌的成功，可能会让其家

庭教育受到追捧。但必须指出，家

庭教育是十分个性化的，家庭背景

不同，孩子个体不同，都决定了家

庭教育方式不一定通用。家庭教

育没有捷径，更不能功利，家长只

有从尊重孩子人格、兴趣的教育出

发，选择适合孩子的成才道路，才

能帮助孩子做最好的自己。

（来源：光明网）

谷爱凌夺冠，关注家庭教育不能兜售功利“成功观”

寒假参加违规培训，后果很严

重！据报道，河南省教育厅近日要

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督促每一位

学生签订承诺书，拒绝寒假期间参

加学科类培训，坚决抵制违规培

训，如有违反，自愿纳入学生个人

管理档案。

“双减”之后的第一个寒假，如

期而至，严控学科类培训，不能松

劲。在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的

背景中，尤需加大监督力度。从这

个角度看，有关部门提出坚决抵制

违规培训，无可厚非。

但是，“如有违反，自愿纳入学

生个人管理档案”这一规定让人看

不懂。在世人的下意识理解中，入

档，非同小可，档案伴随一生，难道

在寒假培个训就成了人生污点，一

辈子也抹不掉？

眼下，应理清两个问题，一个

是，所谓的“纳入学生个人管理档

案”，是动真格的还是吓唬吓唬而

已？另一个是，究竟怎么纳入学生

个人管理档案？一旦纳入，将会产

生带来什么样的直接后果？

不管怎么说，纳入学生个人管

理档案的做法，都太生硬，太粗糙，

太一刀切。哪怕以“签订承诺书”

“自愿”的名义，也经不起推敲。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学生

即便违规参加学科类培训，叫停

即可，乃至对违规开展培训的培

训机构依法依规处理即可，为何

把板子打在学生身上？再说，学

生参加培训就记入档案，这种处

罚并无依据，没有依据就处罚，既

不能让学生和家长信服，也会折

损部门公信力。

有网友认为，这种简单化的手

法，不仅属于小题大做，还剥夺了一

些学生努力学习的权利。应该说，

落实中央“双减”部署是各地各部

门的职责，但不能念歪经，更不能

采取极端手法引发社会矛盾。像

纳入学生个人管理档案这种做法，

事前应充分调研，最大程度了解民

众的看法，而不能强推。

违规培训纳入学生个人管理

档案，已经备受诟病，有关部门

有必要重新评估，及时调整，以

免引发更强烈的反弹。治理违

规培训有太多好的做法，那些不

可取的做法该停止了。

（来源：人民网）

在寒假培个训，咋就成了人生污点？

近日，河北邯郸一男孩不幸

被4条狗咬死。1月27日，峰峰矿

区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对犯

罪嫌疑人范某（涉案犬只的主

人）刑事拘留，涉案犬只未按规

定办理相关证件，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处置。目前，案件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孩子被狗咬死，叫人痛心愤

懑。宠物狗也好，田园犬也罢，如

果养狗的人不能保障周边居民的

人身安全，那么，其豢养的就不是

狗，而是伤人利器。遗憾的是，这

并非当地发生的首起恶犬伤人案

件。早在 2018 年 5 月，峰峰矿区

临水镇两名小学四年级男孩同样

在放学途中遭遇过恶犬疯狂扑咬

致伤。

为何恶犬伤人事件一再发

生？说到底，是因为我们惯常将

之归咎为“狗事”。结果呢，一旦

悲剧发生，主人逍遥法外、维权成

本过高，弄得受害者有冤无处说，

要么私了解决、要么自认倒霉。

破窗效应之下，骄纵的不是恶犬，

而是拒绝规范养犬的“恶主人”。

一方面，养狗的时候监管缺位；另

一方面，出事的时候执罚不到位。

“凶犬杀人事主被刑拘”，不

过是重申了一个常识：谁养谁负

责，顶格须刑责——依法养犬，不

是说说而已。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宠物主人违反管理规定，没有

对宠物采取相关安全措施（包括

但不限于未注射疫苗、遛狗没拴

绳等），从而造成他人损害的，或

者宠物主人饲养的宠物为禁止饲

养的烈性犬造成他人损害的，不

能对宠物主人进行减责或免责。

值得一说的是，2021 年 5 月 1 日

起，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正式开

始实施，其中第三十条明确规定：

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

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

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其实，

养宠物不仅要有证件来规范，更

要提升饲养者的法治素养。很显

然，整治“犬患”的当务之急，不在

于狗，而在于人。

狗之恶，人之祸。规范养狗

之要，在于有法必依。拴牢“狗

绳”不是小事！对于恶犬伤人事

件来说，即便是掣肘于日常监管

成本，也应该在恶犬伤人乃至杀

人事件上顶格执罚。一句话，养

狗的人对法治有敬畏之心，恶犬

伤人的悲剧才可终结。

（来源：央广网）

凶犬杀人事主被刑拘
拴牢“狗绳”不是小事

寻亲少年刘学州的离去，引

发了人们对网络暴力的激愤与深

思。回看他所遭遇的，每一个恶

语相向的句子都是一把伤人利

刃。他以生命的代价警示我们，

在网络空间里，每一次点击、每一

个回复都不是虚无的，而是对应

着实实在在的个体。当我们为戛

然而逝的生命扼腕叹息，更应思

考的是，我们该如何终结网络暴

力？又该怎样营造一个更好的网

络环境？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

是无辜的。在网暴的潮流中，很

多“雪花”甚至自觉正义凛然，“无

知者无畏”，也或许确系出于一腔

正义。殊不知，隔着屏幕，我们离

事实还有很远的距离。刘学州事

件带来的教训发人深省，可在他

之前又曾经有过多少次的教训？

然而，网络世界太容易“好了伤疤

忘了痛”，当旧的热度平息，新的

目标出现，叹息和同情过后，网暴

的拳头再次打出。

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

如果说恶毒的网语是浪花，放任

一朵朵网络暴力浪花汇聚成吞噬

无辜者的大海，平台之责绝不可

推卸。网络非法外之地，一起起

网暴事件面前，平台与其事后整

治，不如关卡前置，让恶语相向没

那么容易，才能防患于未然，让更

多人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刘学

州生前遭遇网络暴力诽谤后，在

微博评论留言称，“诽谤是违法

的，保留证据了”。如此肆无忌惮

的网暴之恶，是时候重拳出击

了！早在2013年，《关于办理利用

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规

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的入

罪标准是，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

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

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的。2022 月 1 月 25 日，中央网信

办发布通知，即日起开展为期1个

月的“清朗·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

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网络暴

力、散播谣言等问题。专项行动

将聚焦解决影响上网观感、群众

反映强烈的网络生态问题，坚决

清理一批违法违规信息，处置一

批账号和平台，整治网络不良行

为乱象，大力净化网络生态！

治理网络暴力，人人有责，人

人可为。不要等到网暴的拳头打

到自己身上，才知道疼痛。期待

法治网络暴力的同时，我们每一

个人都应该从刘学州事件中吸取

教训。只有人人理性上网、文明

上网，才能齐心筑牢抵御网络暴

力潮水的堤坝，让网络空间更天

朗气清，让悲剧不再重演。

（来源：央广网）

刘学州事件警示
整治网暴之恶需关卡前置

近日，网络上一张图片显示，

广东东莞康华医院手术室举行

2022年终总结大会，会场悬挂的条

幅内容为“虎虎生威迎新年，手术

室里全是钱”。该图片在网络上引

发轩然大波。目前，医院已就此事

公开道歉。

悬挂如此刺眼的横幅，实在不

是医院该有的样子。即便横幅内

容只是戏谑调侃，这样的玩笑也并

不好笑，甚至会让人觉得，横幅上

所写就是医院真实想法的流露。

试问哪个患者敢走进“手术室里全

是钱”的医院？不见“医者仁心”，

只见疯狂逐利，这样将医院描绘成

赤裸裸追求利益的场所，完全背离

了初心和本质，更损害了社会对医

院的认同。医院是有公益属性的，

社会也对医院寄予了救死扶伤的

道德期待。仁心仁术应是医务工

作者的共识，应该成为其价值底

色，而不是动辄就用“钱”去衡量生

命的价值。

对横幅的批判，与提高医生待

遇、提高医疗质量、加大医疗卫生

领域投入也是并行不悖的。公众

并不是反对医生有更好的待遇、医

院有更优质的发展，而是希望医

院更能明确自身定位。医疗卫生

事业的改革，应该坚守大医精诚

的初心，让医护人员更有保障、医

院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但这一切

应当建立在公益和效益平衡的前

提下。若是为“钱”而忘了“本”，必

将遭致广泛而严厉的批评，也为社

会所不容。 （来源：央广网）

“手术室里全是钱”？医者初心不能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