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忝列于老师的行列，最怕听到
的是诸如某某同学因为学业与父
母发生纠纷甚至刑事案件的消息，
限于客观条件，我很难弄清事情背
后的真相，但有一点，我觉得无法
回避：中国式教育，有时太硬。

硬教育是用言语或行动直接
表达教育者意图的教育，通常是表
扬鼓励、批评处罚等等手段；软教
育是暗示教育，即老师通过自己的
所作所为，间接告诉孩子：你应该
如何为人处事。

不可否认，硬教育是教育体系

中重要的一环，它对孩子的人格成
长和学业提升具有非同一般的意
义。孩子就像瓦坯，老师必须通过
教育将其“形状”捏制好，否则，这
瓦坯可能成为废品。而要捏制好
瓦坯，必须有一定的规范。何况，
青少年心智未健全，容易犯各种各
样的错误，有时这错误还可能很严
重，这种时候，老师施以硬教育，该
批评批评，该惩罚惩罚，也能起到
当头棒喝的作用。

然而，光有硬教育，孩子跟老
师心理上有时还是会产生隔阂，软

教育也就
有了广阔
的市场。

最 近
去某地一

所学校做了个文学讲座，我发现这
所学校的走廊上都栽满了绿色植
物，问陪同的老师，才知道这是学
校大力提倡的。鼓励孩子们在教
室外走廊上种花草、蔬菜，至少有
三种意义：一是生态教育，让学生
珍爱大自然的一切；二是生命教
育，使学生看到植物成长的不容
易；三是劳动教育，令学生能够明
白劳动创造世界。这“软教育”真
是一举三得！

在我看来，软教育的意义永远
不可估量。它和风细雨、润物无

声，待孩子回过神来，明白师者的
苦心，他就会高高兴兴去配合。

人活在世上，都希望有面子。
孩子出现品德或学业上的问题，老
师当众指出来，自然也不能说不是
善意，但如果选择委婉的方式，效
果肯定更好。呵护孩子尊严，他们
改起错来就会变得格外痛快。一
个人“情商”高不高，其实不是谁比
谁的感情丰富，而是情商高的人更
愿意或更擅长用富有人情味的方
式解决问题。

教育不是高高在上的裁判者，
不是希腊神庙里的石头雕像，真正
的老师应该兼具长者的理性和朋
友的温婉。当教育愿意放软自己
的身段，它才可能长久占据学生的
心灵。

正当大家都在热议浪费现象的时
候，有人发现，各类学校教材使用的浪费
情况十分惊人。现在每年大中小学的教
材，零售数量超过29亿册，总计约260亿
元人民币。《瞭望》新闻周刊的记者估算，
如果全国教材循环使用 1 年，会节约资
金高达200多亿元。

家里有学生的人可能都知
道，如今教材是越来越多、越

来越厚。过去小学语文、
数学、英语几科，就是各

一本教科书，而现在，
除了教科书，还有一

本乃至多本的习
题册必须要
订。

对于学
校 发 的 教
材 ，没 有 哪
个家长会讲
价 钱 ，要 多

少，就

给多少。不仅是教科书和习题册，还有
很多的作业本和辅助教材，也按照老师
的吩咐，统统给孩子买下。然后还要包
上精美的书皮，用了一个学期和新的一
样。

没有人想过，这些教材还可以循环
使用。比如，一年级的学生用过了，再给
下个一年级。可能有些人不愿意给，也
有些人不愿意用。不就几十块钱的事
吗？你家孩子能用新的，我家孩子也能
用新的。

换个角度，如果学校或者有关部门
规定，用过的课本，只要还能够用，就必
须要用。提供者有回报，使用者有优惠，
情况又会如何？问题是，没有人想做这
样的事，也没有人愿做这样的事。

谁最喜欢浪费？有人说是有钱者，
有人说是摆阔者，还有人说是无知者。
其实都不对。真正喜欢浪费的人，是从
别人的浪费中自己获利的人。

生产和经营教材是有利润的。假如
卖一本教材赚1元，那么卖出29亿册，就
稳赚29亿元。而很多的教材，利润何止

1 元。按照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愿望，
当然是卖出越多越好。今年卖了 29
亿册，明年最好要卖 30 亿册。所以，
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教材的循环使

用。当然，这些鼓捣教材的人，
也不是孤军作战，他们和某些部

门及某些主管，已经形成了
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

谁能够制止教材浪费？
不是学生，不是老师，不是学
校，是有权力决定教材如何
发行并从中获利的人。只要
他们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摒
弃部门和个人利益，就一定
能够想出一套科学有效的办
法，让教材浪费的问题不再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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