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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向学生道歉是教育的正确姿态

社会观察 >>

“清”与“轻”
文 / 石 川
大凡正常的人都希望精神上没焦虑、没紧张、没压力、

没包袱，拥有无忧一身轻的“轻”感觉、“轻”享受。这实

际上是一种能对轻与重操控自如的追求，是一种对举重若

轻、收放自如境界的憧憬，也是一种对物质与精神、生理

与心理都能得以满足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多全齐美

的好想法、好愿望。这种想法与愿望的实现，需要自身知识、

能力、水平等智力因素的打造，更需要一个人具备有想得清、

理得清、看得清、分得清的“清”品质。

“清”，与“浊”相对，本意是水或其他液体、气体的纯

净透明，没有混杂的东西。把“清”字用在人身上，却喻人

的明白、公正、廉洁、纯洁、高尚等品节。一个人一旦拥有“清”

的风格和节操，全身便洋溢出“清”的气息，精神上饱饱满

满、舒舒缓缓，心理上坦坦荡荡、轻轻松松，拥有无私无畏、

刚正不阿的正气和“身正不怕影子斜”“半夜不怕鬼敲门”的

自信，是满心的纯净，满心的“轻”。换句话说，人要精神好、

心理“轻”，需要以“清”的要求来修为。

心境要清净。在顺境和逆境的处理中，在成功和失败

的对待上，在自我与他人的互动中，在情感与理性的把控上，

都能把得住分寸，握得住原则。站在心灵的高处，不畏浮

云遮望眼，不为喧嚣所干扰，不为权色所迷惑，不为烦恼

所纠结，过得惯清淡，耐得住寂寞，受得了清贫，抵得住

诱惑，扛得住压力，养就中正、和谐、宁静、淡泊、稳定

之心境。

头脑要清醒。拥有正确的方向和立场，具有看待事物

的敏锐性和鉴别力，分得明主要次要，弄得清大是大非，

搞得懂轻重缓急。知道自己来自哪里，要到哪里去和怎么去，

也清楚“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能透过现象看本

质，梳理具体明要义，有自己的主张和见地，但合符主流，

不失偏颇。不为情绪所左右，不为成见所影响，不为偏见

所束缚，能辩证客观地看待问题。能慎独、慎初、慎微、

慎欲、慎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稳得住阵脚，

经得起考验。

谈吐要清雅。“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利

刃割体痕易合，恶语伤人恨难消”。与人的交流讲口德，以

仁爱之心、友善之心、平等之心、诚恳之心来说话，说有

物之言，发有温之声，讲有情之语，不高高在上，不颐指

气使，不虚情假意，不尖酸刻薄，不粗野粗俗，不讽刺挖苦，

不恶语伤人。注意交流的艺术，不说过头话、不讲极端语，

话语留有余地、散发余味，即便言之有理，也有理不在声高，

得饶人处且让人。

手脚要清洁。谨记“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的朴

素道理，秉承“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守住道德

底线，不越法规红线，不碰纪律高压线。凭诚实劳动安身

立命，以礼尚往来交朋结友，不贪便宜之利，不赚昧心之

钱，不取不义之财，不拿份外之物。不为灯红酒绿所迷惑，

不为花天酒地所引诱，养怡情，滋雅趣，不涉足是非之地，

不出入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场所。

做人要清正。常扪心自问、反躬自省，不为私情、偏见、

成见所困扰，以公平、公正、公道的尺子丈量自己的言与行，

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遵纪守法，诚实

守信，爱岗敬业，克勤克俭，和善待人。正确处理眼前与

长远、个人与集体、理想与现实、机遇与奋斗、耕耘与收获、

吃苦与享受等各种关系。始终向上、向好、向善，明大义，

讲厚道，走正路，办好事。

“清”的修炼，不是与事无求，不是与世无争，而是为

人做事不存杂念、不起贪心、不怀恶意，是既尽职尽责、尽

心尽力，又中规中矩、合乎规范的高标准、严要求，是问心

无愧、身安心慰境界

的寻觅和构建。倘如

此，人活在世，不仅

能享受精神上的轻松

愉悦，而且为人清白，

形象清贵，传递清馨，

必为世人所称颂。

谐 趣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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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弹 >>

文 / 刘剑飞
“大家看到我今天穿了黑西装，

戴了黑领带，拿了黑纸夹，为什么？

因为我要向复旦五浦汇的全体同

学道个歉，特别是向初二女生道

个歉！向她们说一声对不起。”3

月26日，上海复旦五浦汇实验学

校周一晨会上，校长黄玉峰在台

上向全体学生鞠躬道歉。

（3 月 28 日《澎湃新闻》）
因为对迟到学生发了火，这位

校长就在晨会上公开向全体学生鞠

躬道歉。这种行为实在令人意外，

不仅是对学生的尊重和爱护，也是

教育的正确姿态。

老师对学生发火，在现实中可

谓司空见惯，尤其是对一些不守纪

律犯了错误的学生发火更是无可厚

非，但发火之后，向学生道歉的却

不多见。很多时候，老师发完火后，

都会一走了之，很少有老师对学生

进行安慰和开导教育，更很少有老

师向学生认错道歉。甚至还有一些

老师因为心情不好或者生活不顺而

把学生当成发泄心中怒火的出气筒，

无缘无故地发火，这些都是现实中

存在的现象。这些行为不仅是对学

生心理的严重伤害，也破坏了老师

的形象，更违背了教育的规律。

没错，学生不遵守纪律，成绩

不理想，这些行为的确令人头疼，

老师因此着急发火，也可以理解，

无可厚非，尤其是像这次，学校邀

请讲座的大学教授已经到场，可是

学生却迟迟不能入场，这种情况，

无疑暴露出学生无组织无纪律、自

由散漫的教育形象，也是对教授的

不尊重。在这种情形下，校长才大

发雷霆，对迟到的学生发了火，也

就是说，这种发火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校长还是在事后进行了道歉。

这不仅是一种认错方式，更是对学

生的尊重和爱护。

每个人都有脾气，在遇到一些

紧急情况时，都会生气，无法控

制自己的情绪而不由自主地发火，

这是一种人之常情，但发火却容

易伤害到别人，尤其是在极端愤

怒的情况下，发火的人常常失去理

智，口不择言，甚至行为失控，说

出的话、做出的行为，更是对别人

的一种极大伤害。因此，很多时候，

发火虽然可以理解，但是造成的

伤害却不能不去重视，不去反思。

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些危害结果，

校长才会向学生道歉，何况，学

生迟到事出有因，情非得已，是

老师安排学生跑步造成的，并非

故意拖延时间，校长却没有意识

到学生迟到背后的原因，这也是其

道歉的一个原因。

于学生而言，老师处于绝对的

强势地位，何况是校长，更是学校

的最高权力者，掌管着学校的一切，

他的发火自然无人反抗。但是，教

育却是一门艺术，讲求智慧和技巧。

一味地依靠强势并不是教育应有的

姿势和态度。学生迟到，校长发火

可以理解，但这无疑是一种粗暴的

教育和管理行为，必将对学生造成

心理伤害，尤其是从未发过火的校

长，这种突然发火更是令学生心生

恐惧和错愕，无所适从，无形中制

造了校长和学生之间的陌生感。因

此，校长发火可以说是一件危害十

分严重的行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

温和的，亲切的，尊重的，易于接

受的，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摆事

实讲道理，教育和引导学生明白利

害，而不是靠大嗓门的怒吼和不由

分说的批评训斥。

当然，道歉只是一种态度，最

主要的还是要解决学生迟到背后的

问题，加强管理，科学指挥。学

生迟到，错不在学生，而在老师，

是老师的时间安排出现了问题，没

有与学校的讲座时间形成良好的衔

接，这才导致部分学生迟到。因此，

除了道歉，校长还应该加强对老师

的管理和要求，指导教师做好时间

协调和安排，确保学生按时参加活

动，这才是“防止学生迟到校长发

火”的根本措施。

文 / 汪昌莲
北京市日前新出台《北京市

老旧公园改造提升导则》，该导则

首次提出，公园公厕在改扩建时，

要引入无性别厕所。无性别厕所

也称独立厕所，是男女均可使用

的厕所，主要方便残疾人、老年

人及行动不便的人群使用。

（3 月 27 日《北京日报》）
从节约能源方面考虑，设置无

性别厕所，能节约土地和人力资源，

最大限度地提高厕所的利用率。另

外，传统公厕对男性更便利，而现

今女性外出和参与社会活动增多，

因此，无性别厕所的出现，能更好

地解决女士如厕难，体现了城市对

女性的关怀。特别是，北京市出台

新规，公园公厕在改扩建时，要引

入无性别厕所，更是体现了公共服

务的细致入微，释放出了人本情怀。

无性别厕所最早出现在泰国，

是专门供有变性倾向的男性使用的。

而随着社会发展，无性别厕所逐渐

成为男女都能使用，残疾人、老人

和幼儿可以在异性家属陪同下进入

的厕所。在国外也叫“第三空间”，

一般用“男女，中间加个轮椅”作

为标识。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早

就有了无性别厕所，因为在城市马

路边常见的流动厕所、火车飞机上

的厕所，都是没有性别标识的，它

们是无性别厕所的雏型。事实上，

建立固定无性别厕所的城市，也不

在少数，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城

市都有，更有不少城市打算或正在

建设这种厕所。

然而，在中国，公众的文化理

念和认知，还远没有达到非常开放

的程度，对于无性别厕所，还需要

一段时间来接受。特别是，由于设

施管理不善，如厕尴尬事件时有发

生。比如，在郑州一座无性别厕所，

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因内急，拉开了

一道没上锁的门，结果里面正巧有

一位女士在方便。那女士以为该男

子想耍流氓，当即给了他一记耳光。

类似这样的尴尬事，自无性别厕所

投入使用以来，已不是一两件了。

可见，男性怕被称流氓，女性怕走

光，影响了无性别厕所的利用率。

因此，无性别厕所入公园，还

需无阻碍服务跟进。首先，有关部

门应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对无

性别厕所的认知度。对新生事物，

人们总有一个从不习惯到习惯的适

应过程，要接受一个新事物，关键

在于转变观念，而转变观念，需要

有突破习惯性思维和挑战传统的勇

气。只要市民观念改变了，接受无

性别厕所也就自然了。同时，应严

格按照“无性别厕所建设标准”规

划设计，更好地体现无性别厕所对

老、幼、病、残、妇等特殊群体

的人文关怀。特别是，对于如厕尴

尬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制作鲜明的

公厕标记和引导人们养成随手关门

的习惯来克服。人们一旦形成习惯，

无性别厕所就不会再有尴尬。

“无性别厕所入公园”释放人本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