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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关于瑞安“最牛学霸

班”的新闻被各大媒体纷纷转

载，近日该班班主任也在瑞中体

育馆分享带班经验和教书育人

方法，瑞中学生及家长 1600 多人

到场聆听（详见本报9月9日第2

版报道）。

瑞中 2011 级实验 1 班，全班

41 人，3 人考上清华大学、1 人考

上复旦大学、1 人考上中国人民

大 学 、4 人 考 上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上浙大分以上的有 19 人，上

重点率达 98%。而这是该班班

主任孙乐静第一次带实验班取

得的成绩，不得不令人刮目相

看。

在这骄人的业绩背后，孙乐

静可能会成为学生和家长眼中

的一个“传奇”，肯定有不少家长

希望自己的孩子是她的学生，也

肯定有许多学生希望她是自己

的老师。

孙乐静既然带出了“最牛

学霸班”，那么在她身上是否一

定有过人之处呢？比如独特的

教学方法或对学生思维启发上

有什么妙招等。通常人们都会

有这样的想法。可从有关媒体

对孙乐静的报道看，找不到什

么神奇之处。那么，她身上到

底有什么？我想是“责任”二

字。

因为责任，她在学校边上悄

悄租房，为的是早上早点进班，

晚上晚点离开；因为责任，学校

和班级成了她的家，而女儿却被

“疏忽”了；因为责任，她把全班

41 个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用

心呵护⋯⋯这些听着都很平凡，

但连续 3 年，天天如此，这种坚

持就显得非常可贵。

孙乐静没有传奇，但一个好

的老师可以创造传奇。孙乐静

就是一个好老师。当下浙沪文

理不分科的高考改革被强烈关

注，支持方认为褒大于贬，比如

以学生为本，以人才培养为导向

等，反对方认为只取消文理分科

却不改变集中录取制度，这会

增加学生负担等等。争议还在

持续，但笔者认为无论高考怎

么改，教育的根本还在老师。9

月 9 日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师范

大学考察时强调，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

本。改革，需要更多的像孙乐

静一样的老师，就像习近平同

志 要 求 的 那 样 “ 做 有 理 想 信

念 、 有 道 德 情 操 、 有 扎 实 知

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开学伊始，媒体对温州28所

小学一年级新生班主任性别进

行了一次调查，发现28所小学一

年级共207个班级，其中男班主

任只有6人，占比仅为2.9%。

幼儿园男教师凤毛麟角，清

一色女教师暂且不说。小学教

师中，尤其低年级段教师“阴盛

阳衰”现象存在已久。目前，各

地绝大部分小学，女教师所占的

比例大多在百分之八九十，即使

有那么几位屈指可数的男教师，

也大多是学校的行政领导。坚

守一线岗位的男教师，尤其是男

班主任，更是少之又少。这就给

小学教育带来了一个严峻的问

题，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调，男

教师的数量严重不足。

小学如此，初中的情况也

好不了多少。以本人就职的

学校为例，130 位教师，女教师

占三分之二左右；英语教研组

18 位教师仅一位男性，语文教

研组 18 位教师仅两位男性，其

他教研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

总体上都是女教师在一线挑

重担。看看周围其他初中学

校，情况大致差不多。看来，

男女教师比例的失衡，远远不

止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存在，

初中教育也已步其后尘。

女性教师与学生沟通有先

天优势，比较耐心与细心，但也

不乏太过阴柔等缺点。相比之

下，男性教师虽然不如女性教

师细心和耐心，但更刚毅果敢，

在塑造性格的关键时期，有利

于男孩子阳刚性格的养成。

从儿童的身心发展状况

看，不管是幼儿园、小学，还是

初中，在成堆女教师的浸润下，

男孩子难免有些“娘娘腔”；男

教师对一个孩子正常的健康成

长是很有好处的，在性格、智

力、处事、意志、品质等方面，男

教师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对

学生健全人格发育大有裨益。

“男教师危机”最直接的恶果是

“男生危机”，近年来，“拯救男

孩”口号绝非空穴来风！

学前教育和义务教育阶

段，之所以男教师如此奇缺，根

源在于师范类大学女生居多，

占据绝对的地位。据温州大学

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小学

教育专业的138名毕业生中，男

生仅10人；学前教育专业，专科

班 92 人仅 1 名男生，而本科班

45 人中有 5 名男生，这还算已

创下“历史最高纪录”。这样的

师范教育现状，尽管许多家长

和学生喜欢男教师，可扩大男

教师队伍显然是“无米之炊”。

为什么男生不愿做老师？工作

量大，收入偏低，上升空间极

小，社交圈子也窄。在基础教

育以及学前教育中，面对乳臭

未干的娃娃，年轻男教师很难

找到职业上的满足感，缺乏挑

战性的教师职业也很难满足他

们的冒险精神。

当前的社会情势下，长此

以往，男教师的匮乏或将进一

步加剧，给今后的男生教育带

来的缺陷也不言而喻，所产生

的影响非常深远。“男教师危

机”就摆在我们面前，亟待拯

救绝非危言耸听。

今年中秋节，市区欧瑞豪庭

3 幢 2 单元连续 5 年举办中秋聚

会 ，给 邻 里 搭 建 了 一 个 互 相 认

识、沟通的平台，40 来位邻居互

相祝福、其乐融融。

“远亲不如近邻，千金难买

邻里情”。欧瑞豪庭该单元的邻

居从 6 年前入住伊始的相互认识

到中秋聚会，现在已经延伸到有

事互相帮忙等，处处体现出邻居

间的和睦相处、邻里友善。这很

值得许多小区住户借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幢

幢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漂亮的

小区成为我们温暖的巢。然而，

钢筋水泥筑成的楼房越来越高，

邻居的关系却越来越疏远，因生

活节奏加快，休闲方式逐步增多，

工作压力大及怕麻烦等，许多人

不愿意主动跟邻居交往，不要说

是同一个单元，甚至是两对门的

邻居也不打招呼。“一墙之隔不往

来，擦肩而过不搭话”，怎么不让

人尴尬。

《中国青年报》曾作一项调

查，参与调查的 4509 人中，40.6%

的 人 不 熟 悉 自 己 的 邻 居 ，其 中

12.7%的人“根本不认识”自己的

邻居，“邻里陌生症”让人们“宅”

起来。一些居民每天做完家务除

了看电视还是看电视，连个搭话

的人也没有。据调查，34.8%的人

表示跟邻居“没有相处活动”，

80.9%的人感觉与10年前相比，当

下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了。由于

邻里关系的“退化”，现在许多人

越来越怀念以前农村那种邻居关

系的“幸福时光”，那时大家住在

大杂院或平房，条件虽简陋，但邻

里关系挺友好。邻居之间相互串

门，聊家常，特别上了年纪的人，

能叫得出半个村大大小小村民的

名字，甚至客人来访，是谁家的亲

戚也清清楚楚。住在城市高楼里

的居民就是对面邻居也难叫得出

姓名，如果邻居客人过来会用警

惕的目光上下打量一番。如果客

人按错门铃，不会热心地问一声，

帮个忙，只会“砰”地一声，关了自

家门。

《孟子》：“乡里同井，出入相

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

姓亲睦”，描绘出一幅邻里相亲

的美好画面。我们从农村走向

城市、从平房走向高楼大厦的过

程中，不能把“远亲不如近邻”的

传统思想与观念一路丢下。

俗话说：“一个好兄弟不如

一个好邻居”。现在邻里关系和

谐依然是每个公民内心深处的

期待，我们可以从每天清晨出门

开始，多一些微笑、多一些招呼，

由此邻居才能快乐和谐相处。

连日来，网上盛传一组

浙江多地彩色稻田的照片，

不同颜色水稻形成的鱼或者

龙的图案被称为种在田里的

“十字绣”。但专家称，彩色

水 稻 产 量 低 ， 经 济 价 值 不

高，发展潜力不大，疑为地

方政府宣传作秀。

（陶小莫 画）

孙乐静，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薛建国

莫让邻居成为陌生人
■陈桂芬

“男教师危机”亟待拯救
■高振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