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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老师怀二孩凭啥要家长代班
不行就每人交 600 元

[ 投诉 ]

老师怀孕家长须“代班”
该校一名学生家长向媒

体爆料说，家长需要“代班”

或交钱的事，是在此前的

学生家长会上定下来的。

“她（老师）在开家长

会时，着重补充了一句，说

（老师怀孕后）校方没有老

师资源，要家长去替代她

值班。”这名家长表示，很

多家长都被这事儿闹得头

疼，不知道如何是好。可值

班也不现实，一些家长还

要去外地打工，哪能被困

在学校呢？

据家长透露，家长值班

的话，就是搬个板凳坐在

教室后面看学生，时间是

从早上 7 点到晚上 10 点。

不能值班怎么办？他们

随后被告知，不来值班也

可以，但要交 600 元钱。

这让有的家长心里很不

舒服。“你生小孩儿，让大

家伙给你拿钱。”一名家长

说，“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

子吗？很明显的错误！”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在

该班级的教室内，有学生

表示，自己已经交了600 元

钱。学生们说，不管是 交

钱还是 值班，很多家长都

不情愿，可是也没有办法。

有学生说，不值班也不交

钱的，学生不能来班里上

晚自习。

[ 说法 ]

代班是家长委员会提出
的

老 师 怀 孕， 家 长被 要

求代行老师职责，这到底

是学校行为还是老师的个

人行为？是 否符 合相关 规

定？

2 月 7 日下午， 驻马店

市第二高级中学办公室王

姓主任接受河南商报记者

采访时称：“这个事情是班里

家长委员会的行为。”

他说，开家长会时，家

长委员会的家长自愿提出来

值班，但有些家长因为打工

或其他理由不能值班，心

里过意不去，于是主动提

出来，拿一点钱给值班的班

主任（请人代她值班）。

“所以这个事，是家长

委员会的行为，不是学校的

行为，也不是班主任的行

为。”王主任称，收钱的事

由几个家长委员会成员决定

后，跟班主任沟通的时候，

班主任当时就表态，不同

意收费。

班 主任如 果 不同意收

费，为何有的学生称已经交

费，不交费就不能去教室上

晚自习呢？

对此，王主任解释称：

“班主任从来没说不让学生

来班里上课。”

他还表示，家长值班也

没有落实。

“ 家长 值 班 没有意 义，

学校也不支持这个想法。家

长不是教育工作者，在教室

里不一定能发挥正面的作

用。”王主任告诉河南商报

记者，至于收的钱，学校知

道后，已通知班主任，联系

家长委员会和家长，把钱全

部退回。

[ 回应 ]

教育部门：
正在调查落实

二孩政策放开后，很多

老师也有生孩子的需要，但

因为密集怀孕可能影响教

学，个别学校出现了怀孕须

排队的规定。老师怀孕如

果需要家长代班，是否和

学校的相关规定有关？

2 月 7 日，该校办公室

王主任称，老师怀孕生二

孩，只要是符 合政 策，学

校都允许 按照国家法定的

假 期 休 满 188 天， 学 校 从

来没有什么想法或政策，去

限制老师生孩子。

有家长说，值班收钱是

班主任老师的要求，而校

方却称，这是家长委员会的

自发行为。

这究竟是谁的决定？谁

是实施的主体？

2 月 7 日，记者联系驻

马店市教育局，教育局工作

人员称，对老师怀孕家长

代班 这个事目前正在调查

落 实。工作人 员说，如果

证实有这样的行为，肯定

会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据
2 月 8 日《河南商报》）

“女老师怀二孩”生育成本不能转嫁给家长 
文 / 杨朝清

 "全面二孩”作为一个利国利民的

公共政策，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了改

变。然而，“排队怀孕”也好，“女教师

怀二孩家长埋单”也罢，当生育成本不

能社会化，女职工生育二孩的正当权利

就会受到变相的限制或者将生育成本转

嫁给他人。对于家长来说，“代班”或

者交600 元钱不仅是一种利益损失，也

是一种精神伤害。

这是一个尴尬的现实，这是一种纠

结的处境。在不少中小学，“一个萝卜一

个坑”，女教师怀了二孩，不可避免会

影响正常工作。解决的办法无外乎两种，

一种是校内其他老师帮着“挑土”，分

摊她的教学任务；一种是外聘顶岗教师

或者兼职教师，这显然需要增加学校的

一笔开支。在性别结构失衡的中小学，

女教师“扎堆怀孕”，难免会给学校的

正常运行带来困扰。

教师和家长的关系原本是一种非功

利的社会关系，却遭遇了利益化、工具

化的浸润。不论是“班主任向家长借钱”，

还是“幼师卖童装”，抑或“向学生众

筹买车”，一些缺乏社会资本的老师们，

向最容易获取社会支持的家长“开口”、

“伸手”；这样的角色扮演不仅异化了师

生关系、家校关系，也损伤了教师的职

业形象和社会认同。

新生命的诞生原本是一件令人快

乐幸福的事情，这名女教师却沦为舆

论口诛笔伐的“靶心”，成为某种意义

上的“替罪羊”。聘请校外的老师需要

多一笔额外的费用，倘若学校拿不出

来，或许就将压力转嫁给怀了二孩的

女教师；女教师生育二孩是正当权利，

却又“胳膊拧不过大腿”，又将压力转

嫁给家长——家长如果不代班、不交

钱，孩子就不能在教室上课；教师利

用身份优势和教育特权，逼迫家长们

妥协和退让。

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

在产假、哺乳假、陪护假等休息时长的

设置上远远落后，英国女性职工的产假

工资由国家支付给雇主，再由雇主发给

员工；而韩国、新加坡等国家，民众一

部分生育成本由公共财政分担。由于生

育成本尚未实现社会化，女教师众多的

中小学承载着巨大的生育压力，导致学

校不堪重负，最终在招聘或生育上给女

性设置重重障碍。

学校很无奈，女教师很无助，家长

们很憋屈，如果生育成本完全由用人单

位或者劳动者个体承担，往往会让他们

难以承受。对女教师的失范行为进行纠

偏固然重要，推进生育成本社会化才能

从根本上破解“生二孩之痛”。

丹凤眼看世界 >>

《大话西游》里有句经典台词：如果

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

一万年。那么如果恋爱有保险，你会买

吗？近日，网传一种“恋爱保险”引发关

注，据了解，这是一家保险公司北京分公

司 2015 年推出的财险险种，需要男方和

女方共同投保，一次性支付。如果投保

双方在三年后十年内结婚，可凭结婚证

申领万朵玫瑰。对此，有人点赞，但更

多的人持不同看法，认为把情感作为噱

头商业化和娱乐化是不可取的。

也谈恋爱险的
性价比
文 / 郭丹

作为互联网e时代的新产品，恋爱险

从一推出就伴随各种争议，当人们对长久

爱情的追求从精神世界走入现实、变成金

钱形式的物质保障时，似乎就失去了纯粹的

美好，理想被物化后只剩铜臭味。这种争

议其实正是源于人们对真情的珍惜和呵护，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生活节奏的提高，我

们心中仍有对真爱的诗意守候。尽管如此，

爱情保险固然是一种商业行为，却不一定

是对爱情真意的扭曲和亵渎，实际上它的

存在空间正是基于客观的社会现实和人们

的心理诉求。

首先，爱情保险的卖点不是噱头是

现实。虽说爱情二字让恋爱险的营销意

味尤其突出，但本质上这一形式与所有

传统保险产品如出一辙，正是由于人们

发自内心的重视和不确定性，归根结底

仍然遵从保险”保障风险”的本质需求。

两个人相爱三年，修成正果，当然令人

期待。然而，现实社会中的不确定性太

多，年轻人婚恋观中的责任感不强，结

婚难和闪婚闪离现象同时增多。有数据

显示，中国的离婚率连续七年增加。有人

质疑恋爱险说到底就是不看好爱情，可又

的确是符合社会实情的。

这也是不少年轻人会选择购买的原因，

也许其中有尝鲜和跟风的意味，但更多的是

表达了他们这一代人对爱情的理解和守候

方式，不但考量了年轻情侣对“承诺”和“安

全感”的精神追求，更迎合和提供了物质

保障。说到底，性价比高不高、回报率值不值、

靠不靠谱、划不划算，并不是消费的主要

标准，更不会迷信“恋爱险”能为自己带

来忠贞不渝的爱情，选择“恋爱险”是一场

主要为浪漫的经济行为，购买的侧重点是

爱情而不是保险。

而对于推出恋爱险的企业来说，当然

也绝不是简单花哨地玩浪漫，推售的目标

不是营销是盈利，保的是经济而不是爱情。

他们之所以投放“恋爱险”产品，既抓住

了现代青年人追求浪漫的心理特征，也契

合了当下互联网保险的发展势头，但最关

键的是，保险企业对这款保险的盈利预期

充满了自信。保险企业断定赔付的概率太

低，这就是此款保险的卖点，必然是算

准能保持三年的爱情且喜结良缘的比率不

高，他们才敢投放“恋爱险”。

坦诚地说，个人认为“爱情险”反

而具有极大的挑战价值和正面意义，与

其说我们用它给自己心理安慰，不如说

我们由此形成积极的心理暗示和价值导

向，如果我们都能始终相信真爱、坚守

正确的爱情观和婚恋观，届时恋爱险估

计也就功德圆满、悄然隐退了。

老师怀孕了，学生家长却连带不能淡定！近日，河南省驻马店市第二高级中学的部分学生家长向媒体投
诉称，高二某班班主任老师怀孕，学生家长却被要求代为值班，不值班就交 600 元钱。

老师怀孕，家长来负责？这到底是学校规定还是老师的个人行为？ 2 月 7 日，涉事学校进行了回应。

■凤眼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