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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请把玩的权利还给孩子

7 月 14 日《中国教育报》刊
载《“孩子们不会玩”太可悲》一
文，对武汉市暑假幼升小测试卷
热销、幼小衔接培训火爆现象进
行深刻剖析，引发笔者共鸣。笔
者以为，“孩子们不会玩”可悲更
可怕，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为何孩子们不会玩？正如文
中所说，“《夺冠冲刺 100 分》《幼
小衔接天天练》等幼升小测试卷
热销折射出的是家长们对儿童
成长规律和教育规律认识不
足”。家长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就让其拼命做习题、上各种
补习班。孩子们玩的时间被无情
侵占，玩的权利被无情剥夺，导

致的结果是，考试成绩好了，综
合素质则变得低下了。

玩，对于孩子极为重要。在
玩中能认识和探索世界，在玩中
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并发现自己。
有资料显示，儿童时期是人的想
象力发展的关键期，人的才华、
创造力都和这一阶段的想象力
发展有关。而“玩”则最能激发孩
子的想象力。

著名作家席慕蓉说，如果一
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有接触
过大自然（比如，摸过树的皮，踩
过干而脆的落叶），你就没办法
教他美术。因为他没有第一手接
触过美。其实，孩子真正的学习

是在“玩”中实现的。
记得小时候，在乡村，小伙

伴爬树捣鸟窝，下田下河捉鱼，
在草地上打滚摔跤，在月光下捉
迷藏，多开心啊！而今，孩子们想
这样玩，已经很难。每天上下学
都有家长接送，回到家一头扎进
房间写作业，没有兄弟姐妹的打
闹，与父母也缺乏交流。除了学
习，他们玩得最多的可能就是手
机和电脑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中
国孩子玩得太少了，要让他们
多玩一点。”所以，教育部门、学
校、家长和社会应共同携手，尽
早改变当前这种令孩子窒息，

过分注重分数的教育氛围。应
该把“玩”的权利还给孩子们，
不要让他们成为家庭里最忙碌
的人。

对此，家长要更新教育观
念，不要以为玩就是出格行为而
加以禁止，而忽视孩子应该具备
的“玩”的能力。学校教育要有担
当，不要以安全为由压抑孩子的
天性。比如，有的学校从不组织
校外活动，音体美课也不正常开
展等，这样只会让孩子们成为一
个个碰不得的“瓷娃娃”。教育部
门和社会要积极创造条件，让孩
子有活动场所，并做好相关指
导。让孩子们在双休日、寒暑假，
有时间玩、有地方玩，玩得开心，
且从玩中获益。

刘传斌

孩子们玩的时间被无情侵占，玩的权利被无情剥夺，导致的结果
是，考试成绩好了，综合素质则变得低下了。头条评论

应当宽容老人，但不能弱化规则意识
临沂“暴走团”在机动车道上行走遭遇司机冲撞,致一死两伤。事

件发生后,涉事的运动协会秘书长田小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
“现在社会上整体对老年人不够宽容”,“不能只是因为年龄,就贴上
标签”。对此您怎么看?

下期话题预告

24 岁的王磊在大学毕业工作三年后，
选择再度回到校园“深造”。不过他并非攻
读研究生，而是选择一所职业技校学汽修。
类似事情近年屡见不鲜，有人说是大学教
育失败，有人说是为了就业的现实考量。您
怎么看？来稿请发:sdjbrmpl@163 .com

大学毕业生到技校“回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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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
是软刀子杀人

又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
时候，很多人开始关心高温津
贴有没有发放。记者调查发
现，一些户外劳动者表示并未
拿到高温津贴，有的地方高温
津贴标准多年不变。高温津贴
不发当然不对，但即便发了，
也不能说没有问题。除了标准
多年不变导致过低之外，有些
单位认为发了高温津贴就等
于做了防暑降温的工作，就等
于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但其
实，对于一些户外作业的劳动
者，给他们提供防暑降温的服
装设备、冷饮甚至安排错时作
业，都是更好的“津贴”。

当然了，有比没有强，但
也不能缩水太大。近日，河北
一所新建成的希望小学爱心
拍卖会上，有单位将写有 20
万元的现金支票模型送到校
领导手中，但事后拿到手的却
是 2000 元。负责活动的演出
公司表示，20 万支票属于一
个演出道具，不应视为爱心捐
款。有律师表示，《慈善法》对
这种作秀似的爱心捐赠可能
起不到约束作用，但这种走过
场、打广告式的捐赠，可能会
招来效仿者，损害慈善事业，
有关方面不应纵容。

发生在官场上的走过场、
形式主义更典型。新华社记者
在采访中发现，一些干部热衷
于“彗星式”调研：省里下来个
分管副厅长调研，市里要安排
副市长陪，副市长叫上副局
长，副局长又拉上业务科长。
到了县里，再加上县委书记、
县 长 、副 书 记 、分 管 副 县
长……一进村，人连成一串、
车排成一队，从头到尾望过
去，可不就像拖着一个长长尾
巴的彗星？调研本来是为了了
解第一手资料，各级干部这一
陪同，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浪
费不说，哪个老百姓还敢说真
话？下情不能上达，政策就会
出现偏差，百姓受伤会更深。

牛群的相声里有句著名
的台词：形式主义害死人。这
种害人也许不是有形的，但软
刀子杀人，危害会更大。狄凯

正方：对老人少些苛求

曹建明：对于当今的老人来
说，因为他们的知识、学历和观
念都带有历史的印迹，加上经
历过短缺经济和斗争的年代，
面对如今日新月异的科技发
展，他们的接受力、应对力都受
到一定限制，再加上精力、体力
和经济收入受限，有时难以与
社会现实和谐同步，这就需要
社会在加大对老年人关爱力度
的同时，能够执行好相应的关
爱措施，避免他们受到冷落与
冷漠，产生心理不平衡。毕竟人
都是要老的。因此，多多体谅老
人、宽容老人、关爱老人，也是
一种社会文明和人性。

郭志钧：生活中，虽然绝大
多数年轻人对老年人能够宽容
以待、尊老敬老，但由于我国老
龄人口多、社会公共资源数量有
限等原因，仍存在让座不及时、
与老年人争抢体育场地等情况。
作为老年人，也要将心比心，体
谅年轻人的难处，而不能倚老卖
老。总之，宽容应该是相互的，老
年人也好，年轻人也罢，都应该
加强道德修养，坚守素质底线，
做一个值得别人尊重的人。

反方：不能把责任推给社会

樊耀文：现在社会上对老年
人的评价不高，甚至颇有微词，
老年人应该从自身找找原因。谁
对谁也没有深仇大恨，更不会因
为你老了就歧视你。毕竟，尊老
爱幼是我们的传统。如果老年人
总是倚老卖老，总做一些出格的
事，还会有别的事故会发生。不
要把责任推给“社会整体”，更何
况“社会整体”也包括老人，难道
他们对老年人也不宽容吗？

马涤明：按理说，老人们的
活动即便存在影响他人的问题，
也应受到包容对待，老人群体确
实是弱势群体，人人都有变老的
时候。但基本的规则红线还是不
能废的。比如，任何正常的活动
都不能干扰周围居民的正常生
活，机动车道不能成为活动场
所。破坏这种原则，任何理由都
不能成立。“占领篮球场”的时
候，广场舞活动者说原来的地方
不够用；如果你们活动的场所不
够用，就可以抢占别人的地盘，
秩序、规则就成了摆设。暴走上
机动车道，说晨跑路段正在修
路，没地儿走；可是，沿着这种逻
辑说下去，问题就比较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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