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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如此跑偏的教育理念，从一
开始就是歪的，又怎能有教无类
地公平对待所有学生，又怎能让
学生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你家是自购房还是租赁房？
你家户型是什么样？你家房价是
多少？”近日，这样的一连串跟“房”
有关的问题出现在了深圳市某幼
儿园中班下发的《“我的小区”主题
调查表》中，经由社交媒体发布后，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这到底是描述我家的小区还
是描述我家的经济状况？读罢幼
儿园的调查表，很多网友表达了类
似质疑。虽然幼儿园已经澄清“并
不存在外界猜测中的摸家底、要当
地产中介等情况”，只是为了让幼
儿了解自己家所在的小区而已。
但说实话，若说纯属无心，恐怕也
难以服众。因为类似事件早已不
是第一次发生，而是屡见不鲜了。

试问，真要让幼儿了解自己家
的周边环境，何须具体到是租房还

是购房，以及什么户型什么房价？
这些真的是幼儿需要去关注的
吗？为什么非得从小让他们明白
贫富贵贱？这些真的跟教学内容
有关吗？其中教育意义何在？是
要让他们从小清楚自己的“身份”，
还是要从小培养“炒房客”？

在让孩子入园的时候，也许很
多家长都遇到过和孩子共同去幼
儿园面试的尴尬。因为只有双方
都符合要求，孩子才能入园。包括
某些中小学在内，调查家长职业，
是十分常见的做法。去年，上海某
民办学校在学生面谈过程中，要求
家长做问卷调查，不仅考察家长们
的学识，还要求填写爷爷奶奶的学
历、工作单位等信息，俨然一副查
三代的架势。

但不管怎么说，调查家长职业
之类，总归还有点遮羞布的意味，直
接调查房子的户型与房价，未免有
点赤裸裸。当然，查三代也好，查房
产也罢，本质都是一样的，看似滑稽
无厘头，也可轻松解释成无心之举，
却都是教育功利化的一种表现，背
后是严重跑偏的教育理念——不是

因材施教，而是“因财施教”。
貌似谁家里房好，谁家里钱

多，谁最能拼爹拼妈，甚至拼爷拼
奶，谁就是学校眼中的好学生。如
此跑偏的教育理念，从一开始就是
歪的，又怎能有教无类地公平对待
所有学生，又怎能让学生从小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无奈，在教育资源
分布不均、优势教育资源更是稀缺
的背景下，家长们普遍存在“难上
的就是好学校”的心理，让某些传
说中的好学校，傲慢与偏见得严
重。

为人父母者，当然都希望自己
的孩子能够得到平等对待，希望他
们可以健康成长，保有那份单纯的
童真和良好的做人品质。有些孩
子之所以那么傲娇，除了某些家长
不正确的观念导致其形成了歪曲
的价值观外，学校动辄摸家底“因
财施教”的做法，也在其中扮演了
很不好的角色。

教育者应该立志成为“大先
生”，平等对待每个学生，而不是拨
着算盘去摸家底，把教育做成功利
的生意。

幼儿园摸家底别搞成“因财施教”

中国新闻网 9 月 12 日报道，
英国知名科学杂志《柳叶刀》刊载
的一份针对不同国家民众身体活
跃度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较
为热爱运动，其中男性运动不足
的 比 例 为 16% ，超 过 女 性 的
12.2%。此消息在互联网引发中国
网友热议，有网友直呼中国男性

“拖了后腿”。
点评：比学赶帮超！

扬 子 晚 报 9 月 12 日 报 道 ，
“59 岁”的大白兔奶糖将和“56
岁”的美加净跨界合作，推出联
名款——美加净牌大白兔奶糖味
润唇膏，完美保留大白兔奶糖的
经典味道，就连包装都是大白兔
奶糖的模样。最关键的是，价格
会走亲民路线。

点评：用得肯定很快！
中国青年报 9 月 12 日报道，

最近，有网友在网上抱怨说，孩子
上幼儿园时，老师布置了一道“奇
葩作业”：每天晚上画同时间的月
亮，连续30天。因为孩子白天要
上学，家长怕孩子睡眠不足白天
犯困，就决定自己每天等到半夜
替孩子拍一张月亮的照片让他白
天临摹，这样一个月下来，就瘦了
8斤。

点评：想减肥的可以试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
民防空法》和《河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
法》规定，为了提高全市公民的
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定
于 2018 年 9 月 18 日上午 10 时
00 分至 10 时 31 分，组织全市
人防警报统一试鸣。

试鸣种类及时间：
预先警报：鸣 36 秒，停 24

秒，重复3次为一个周期（时间
为 3 分钟），试鸣两个周期，间
隔3分钟；

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

重复15次为一个周期（时间为
3分钟），试鸣两个周期，间隔3
分钟；

解除警报：连续试鸣 3 分
钟，试鸣一个周期；

每种警报间隔 5 分钟，共
31分钟。

望全市人民听到警报后不
必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学习和
生活秩序。有条件的单位，可组
织人员收听。

特此公告。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
2018年9月13日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公告

本想只开通一个月会员，却在第二个月被自动扣费；想解除
自动续费，找了半天也不知道如何取消……时下，手机应用付费
市场火爆，不少用户吐槽一些手机APP的会员充值服务玩起了

“猫腻”，用户购买的包月服务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悄然自动扣
费，让本来的自愿选择，变成了“被动续费”。 新华社发 程硕 作

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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