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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規則懲戒才是主旋律

华夏早报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文 /婁義華

    四川達州市大竹縣第
二小學校“戒尺進入課
堂”，全校 36 個班級每
個班都配備了壹把“戒
尺”。“戒尺”作為教具，
似乎只存在歷史影視劇當
中，現實中難得壹見。
    作為傳統文化中的壹
種“懲戒”工具，塵封在
歷史的塵埃中的歷史教具
被現代文明社會再次“上
崗”，是壹種無奈還是壹
種傳承？
    很多人對此都表示支
持，認為這是中國傳統文
化中比較優良的部分，可
以傳承和延續發揚光大。
其實不然，在封建社會，
不少私塾存在制度缺失，
先生就用戒尺作為懲戒的
工具，當學生違反課堂紀
律，就要受到戒尺打手掌，
屁股等體罰。戒尺是體罰
的工具，這是壹種簡單粗
暴的懲戒方式。
    如今時代發生了變
化，如果教育部門還在迷
戀這樣簡單的懲戒方式，
明顯與時代發展不符，與
當下的文明程度不符，與
我國未來發展理念不相
符。
    將戒尺請進課堂，不
能隨意打著傳統文化的旗
號將壹些與時代不符的內
容恢復，看似對教育有益，

實際上，學校和教師都比
較隨意，只覺得上課時可
能有壹些積極意義，就貿
然行動。其實不然，這樣
的舉動都與時下我國正在
進行的法治國家建設格格
不入。任何教育手段都必
須有法可依，具有合法程
序，要得到教育行政主管
部門，以及人大等部門的
審議通過後方可實施。
    程序不合法，使用戒
尺就相應不合法，對學生
進行批評、懲戒，以及處
分，都必須有合法的程
序。使用戒尺的輕重怎麽
把握？只是壹個擺設，起
不了多大作用。力量用大
了，就滑向體罰的誤區。
實際執行中，學校定位為
懲戒的象征性載體，實際
執行中有多大的必要，會
取得多大的效果，顯然未
做深入的調查研究，只是
想當然的認為具有壹定的
積極意義，就隨意性為之，
這是教育機構對現行法律
法規缺乏更大的敬畏和依
法行事的起碼規則意識。
教師在這樣的活動中可以
隨意，教育出來的學生將
來會怎樣？難道要變通為
“改革創新”嗎？顯然是
在為自己尋找借口，依然
是國民骨子裏的那股有法
不依的不斷變通法則。

    四川達州市大竹縣第
二小學校的這壹舉動顯然
比較隨性，法不禁止，就
可為。雖然沒有明文規定
限制戒尺懲戒這種方式。
但是，學校作為教書育人
的地方，這是為祖國培養
未來的接班人，他們從小
接受怎樣的教育，未來就
能成長為什麽樣的人。
    沒有規矩，難成方圓。
我國正在建設法治化國家
而努力，黨政權力機關、
公檢法司法機關、學校、
事業單位等應該成為依法
辦事的踐行者，引領者。
對於學校，尤其應該遵守
各項規定，牢固樹立規則
意識，與時俱進，緊跟時
代脈搏，把握世界潮流與
方向。讓學生從小就有規
則意識，其實，我國早就
有《中小學生日常行為規
範》《中小學生守則》等
等規則，以及社會的法律、
法規、道德等系統構成了
現代文明社會的壹個規則
系統。只要教育部門認真
執行即可，讓學生們在這
些規則下管控自己的行
為，在這些規則下，讓老
師規範學生的日常行為。  
    很多學校只追求簡單
的方法管理學生，馴化的
學生，固然聽話，言聽計
從，老師說壹不二，學生

不管反對，這樣的學生未
來進入社會聽話，好管理，
但這樣的人不會獨立思
考，更談不上創新思維。
    做教師的首先要有
“德”。壹個教師的威信
絕不是“打”出來的。“打”
或許是壹種懲戒方法，但
不壹定是最好的方法。簡
單粗暴的壹“打”，非常
容易挫傷孩子的自尊與學
習熱情，還會形成壹種逆
反心理——“錯了，不就
是挨壹次打嗎？” 無所
謂了，也就“破罐子破摔”
了。這樣的結局恐怕不是
我們當初“打”的目的吧？
    從孩子的身心發展規
律來看，孩子犯錯了，該
怎麽處理，不宜簡單就是
“打”，還有很多比這更
好的辦法。如何呵護他們
脆弱的心靈，這需要老師
們從各個角度去思考，采
用最利於孩子們身心健康
的壹種方式。比如，如何
培養孩子們的自我管理能
力，自主學習能力，從被
動的填鴨式教育到主動學
習，參與互動式學習，都
將收到不壹樣的效果。
     戒尺進課堂需謹慎,
我們心中都要有壹把戒尺
高懸——規則意識，培養
規則懲戒才是主旋律。

不許“補鈣”：這是何方“土規”

    讀到壹篇文章——
《辦公室有小說、盆栽，
怎成了作風問題？︱新京
報快說》，文中有壹個圖
片，是津市“市紀委突擊
檢查教育系統辦公用房”
的“情況通報”。
    情況通報中“主要有
以下問題”，其中有：“辦
公室有牛奶等食品”、“紅
棗”、“餅幹”、“小零
食”等，“有壹些散文、
小說、時事等與工作無關
的書籍”。
    以上信息在許多的朋
友圈刷屏，引發熱議。“目
前，津市官方已證實其真
實性，並坦陳，此次檢查
過程中存在‘標準把握不
準、檢查方法不當、工作
程序欠妥’的問題。津市
市委已責成津市市紀委舉
壹反三，認真吸取教訓。”
    其它的東西，我都不
作評說，在這裏，我只說
說牛奶和書。牛奶是什麽
奢侈品？是什麽違禁物
品？即使是名牌產品，也
貴不到哪裏去？總之，普
遍人都買得起，喝得起。

我已到了天命之年，還從
未聽說過中央及任何部門
發文不許群眾或公職人員
喝牛奶的。
     喝牛奶的主要益處
是補鈣、蛋白質和微量元
素，無論是嬰兒、青少年、
中老人都應該喝。尤其是
中老年人，鈣質開始流失，
骨質慢慢疏松，容易發生
骨折，因此必須經常補鈣，
而補鈣的最好方法就是喝
牛奶。我記得央視曾多次
播放公益類廣告，提倡人
們每天喝壹杯牛奶，從而
有益身體健康。
    喝牛奶，可以白天喝，
也可以晚上喝，缺鈣較嚴
重的人還應每天喝。這樣，
公職人員為了補鈣，為了
身體健康，放壹兩袋牛
奶在辦公室櫃子，每天喝
壹杯，這有什麽錯呢？究
竟犯了某地方的哪條“土
法”？竟然作為問題予以
公開通報。
    如果這壹“情況通報”
成為執紀的標桿，各地紀
委監察委都竟相效仿，那
麽其影響更不好了。退壹

步講，上班時間不許喝，
難道連下班時間，如中午
休息時都不許喝牛奶嗎？
真是“有權”就任性。
    再說辦公室書籍的問
題。讀書是歷屆中央領導
核心都提倡和鼓勵的，毛
澤東、鄧小平以及習近平
等都多次提倡讀書。2014
年 2 月，習近平總書記在
索契接受俄羅斯電視臺采
訪時說：“我經常能做到
的是讀書，讀書已成了我
的壹種生活方式。讀書可
以讓人保持思想活力，讓
人得到智慧啟發，讓人滋
養浩然之氣。”
    我們再看習總書記辦
公室的書架，“據媒體梳
理，書架上圖書大致分為：
古典文學、現當代文學、
辭典、歷史、國際政治、
科學素養等類。
    習總書記喜愛讀書，
也提倡各級黨員、幹部多
讀書，同時也提倡全民閱
讀，那麽某市紀委為何還
把黨員、幹部、教師辦公
室的有益的好書作為“問
題”予以公開通報呢？

    這充分說明，某少數
同誌未深刻領會習總書記
提倡讀書的重要精神，同
時也表明這少數人平時就
不愛讀書，因為他們辦公
室肯定沒幾本好書。退壹
步說，上班時間不許讀書
也許有壹定道理，那麽中
午的休息時間呢？也不許
讀書嗎？甚至習總書記提
倡讀的書也不許基層的同
誌讀嗎？
    中央反復強調，各級
黨員、幹部要多讀書、多
補鈣，如果辦公室書櫃連
革命先烈或英雄人物故
事、散文、國學、時事等
書籍都不允許放，那麽這
不就是禁止黨員、幹部“補
鈣”嗎？
    作風建設永遠在路
上。紀委監察委經常例行
檢查和監督，是應該的，
也是必要的，但壹定要把
好檢查標準，註意檢查方
法，嚴格工作程序，絕不
能任性。

    近日，性教育專家方剛向媒體報料，
他發現有學員在自己授課過程中錄音，隨
後在某微信群以 399 元的價格出售。據方
剛介紹，他的《親密關系咨詢師系列培訓》
課程線下報名費用為 5988 元。
    在淘寶等平臺，記者也發現了大量的
專業課程現場錄音以及低價出售的知乎
live、喜馬拉雅、得到等知識付費產品。
部分商家還自稱“我們不生產知識，我們
是知識的搬運工”。除此之外，壹些網友
還會“眾籌”購買知識付費產品。
    知識付費在互聯網上漸成氣候的背景
下，倒賣、轉售學習資源的事情越來越常
見。如何平衡知識分享與著作權保護的問
題，也越來越引發關註。
    方剛的授課內容被錄音轉賣，首先要
看作者對該授課內容的態度。壹個基本原
則是，作者沒有明確放棄的著作權法定權
利，都屬於作者。
    學者現場講課的內容包括書面的講課
提綱或者展示文稿等，這些可以作為文字
作品進行保護，而作者的即興講演則作為
口述作品受《著作權法》保護，對口述作
品進行錄音屬於法律規定的復制行為，必
須征得作者同意。未經作者同意錄的音像
制品侵犯了作者的復制權，作者可以要求
錄制者刪除。
    即使作者同意錄制講課內容，但是如
果限制錄制內容僅供錄制者個人學習使
用，錄制者打著“眾籌”的名義，偷錄講
課內容在群內分享的行為，也是對作品發
行權的侵犯。
    偷錄轉賣者有侵權之嫌，而組織交易
的群主也難脫幹系。群主作為這些作品的
組織者，需要對可能的間接侵權行為承擔
責任，特別是在群主對內容分享進行收費
的情況下，被要求盡到更高的合理註意義
務，在追究侵權責任時，權利人更容易鎖
定和追究群主的責任。

文 /譚文革

未經授權“搬運”知
識就是侵權

文/胡洪亮

上頭條，找華早

    根據有關新聞法律法規、行業規則、
新聞職業道德規範和《華夏早報社新聞
記者證管理條例》等相關要求，華夏早
報社已對相關采編人員的資格進行嚴格
審核，現將我單位已領取新聞記者證人
員和擬領取新聞記者證人員名單進行公
示，公示期從 2018 年 4 月 12 日起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任何機構和個人均可對公示名單
中的人員進行舉報，監督舉報電話：
00852-31106831 18513820014。
    已領取新聞記者證人員：
    江單、方智平、陶沙、邱亮銓、婁
義華、方成成、潘利求、許衛平、黃道
華、朱書齋、錢正雲、劉大華、高衛華、
易細望、史石良、康福民、羅陽、熊宇、
曾煜、巢砥平、高文
    擬領取新聞記者證人員：
    李克炎、李增勇、龔德賢、李淩、
劉傑、高捷、黃浩、王祥剛、彭期剛
 

華夏早報社
2018 年 4 月 1 日

華夏早報社
新聞記者證人員名單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