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2018年4月26日  本版编辑／彭敏   美编／熊晓丽
E－mail：pengm@fengone.com文娱·微信

■微话题 ■微信矩阵

看更多今日女报微信内
容，可以扫描以下二维
码，更多新闻、情感、亲
子资讯，更多快乐，都
可以从中寻找哦！

■微国学

别再让老师“困在厕所里”

文章来源：懒人学国学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瓜田李下”，每

次听人说起，虽然明白是一句劝人向善的

话，却不甚了解其中的含义。

那么，这句话是怎么来的，“瓜田”和“李

下”分别代表什么，究竟要告诉人们怎样

的道理呢？

这句话出自曹植的一首诗《君子行》：

“君子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

李下不正冠。”

是说一位行端坐正的君子，做事应该

懂得避嫌。经过别人瓜田的时候，就算鞋

子掉了，也不要弯腰去提，不然容易让人

怀疑你偷瓜；走到别人李子树下的时候，

也不要用手去扶正帽子，否则很像是动手

去摘李子。

这两种行为，都容易引起误会，越是

正人君子，越应该尽力避免。

这就是“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它

告诉我们，做人做事要懂得主动避嫌，尤

其在一些有理难辨的场合。

《旧唐书·柳公权传》：“瓜李之嫌，何

以户晓？”

唐文宗时期，皇帝派郭旼到邠宁地方

做官，引起了朝野议论，人们认为是郭氏送

了两个女儿入宫才换来这个职位的。

文宗向柳公权诉苦，说郭家的两个女

儿入宫其实是为了拜见太后。

柳公权告诉皇帝，事情的真相不是每

个人都了解，重要的是您本身处在嫌疑的

地位，就难怪别人不非议。

“瓜李之嫌”说的就是事件本身容易

引起误会，当事人有口难辩，不能摆脱嫌疑。

生活中，每个人都难免误入“瓜田李下”，

也都有面临“瓜李之嫌”的时候。坦荡如

君子，不该惧怕遭人误解。

只要自己做事合乎道德礼法，没有邪

念，无论别人说什么，都不必太在意。

“瓜田李下”原来是这个意思

这事严重了！用过这个牌子
手机的湖南人赶紧看

现如今，几乎人人都有手机，

可是，一些小伙伴却发现，手机

里竟然隐藏了这样的秘密。

你绝对想不到。要了解具体

情况，先来看看这段视频。

亲，想知道事实如何，请
扫描以下二维码或者关注湖
南省司法厅官方微信“微言说
法”，查看 4 月 17 日内容。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文，
“五毛食品”将被严格整治

即日起，校园及周边“辣条”

等“五毛食品”将被严厉整治！

为加强校园及周边食品安

全监管，4月17日，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向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发布关于开展校园及周

边“五毛食品”整治工作的通知，

决定自即日起开展“五毛食品”

整治工作。

如何整治？请扫描以下二
维码或者关注湖南省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官方微信“湖南食
事药闻”，查看 4 月 19 日内容。

阿里为何以40万年薪，
“争抢”83岁清华奶奶

83 岁的清华学霸奶奶，62

岁作家大爷，62岁 IT大爷……

他们都是在人生道路上不断努力

进取的蓝本。

我们亦如此，可能很多时候，

我们所学的东西并不会立竿见

影，但请你相信，总有一天，你

所学的东西，会以你意想不到的

方式回馈到你身上。

看励志故事，请扫描以下
二维码或者关注湖南省妇联官
方微信“湘妹子”，查看 4 月
17 日内容。

作者：遗君明珠
来源：明珠絮语（ID:tsliuchanghai）

先讲笑话：

一日正在讲课，一名学生要求上

厕所，老师觉得影响课堂秩序，不准。

结果孩子尿于裤中。家长状告教育局：

该老师违反人权，剥夺学生上厕所的

权利，应严惩。

又一日上课，又一学生要求上厕所，

老师批准。谁知该生在厕所滑倒受伤。

家长状告教育局：课堂期间该老师擅自

让学生离开课室，导致学生受到伤害，

教师未尽到监护义务，应严惩。

又一日上课，又一学生要求上厕所，老

师害怕他在厕所滑倒，前往陪护，谁知老

师离开课堂期间，大量学生在教室打闹，多

人受伤。家长联名状告教育局：该教师上课

期间擅离工作岗位，致使多名学生打闹受伤，

应严惩。

又一日上课，又一学生要求上厕所，于

是该老师带领全班学生一起去厕所。家长状

告教育部门：该教师上课期间不传授学业，

工作态度有严重问题，玩忽职守，不务正业，

应严惩。

笑话当然是笑话，但当老师的都知道，

笑话中说的就是真事。

老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管也不

是，不管也不是。

比如媒体曾经报道，某地学生上课玩

手机被老师没收，结果学生一气之下跳楼身

亡。当事老师挨了处分。

就在前几天，一位初中老师因未当面制

止学生在课堂上嗑瓜子，被部分家长投诉，

有家长直言，这样的老师真没用。

而家长也许不知道，这位刚工作不久的

年轻老师，接手的是怎样一个班级。

这个班级在学校里“声名远扬”，班上

几个捣蛋的学生不仅爱惹同学，还曾与授课

老师发生过冲突，他们的家长又不怎么配合

学校工作，所以很难摆平。

于是，班主任以“身体不适”为由要求

换岗，其他各科老师也基本上换了个遍。

校领导“连哄带骗”说服当事老师接下

这个班级。

结果，胆战心惊的老师怕自己受到伤害

没敢管学生，却迎来家长的投诉。

更荒唐的是央视《经济与法》栏目曾做

过的一期“都是蚊子惹的祸”的节目。

节目中说，一位学生可能是因为蚊子叮

咬而得了乙脑，最终治疗无效而死亡。

家长把孩子就读的学校告上了法庭，要

求学校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

慰金等各项费用208843.70 元。

法院也很为难，因为无法确定蚊子的来

历，也无法认定学校的监管责任。

这事儿，家长当然也无法举证孩子的病

是因为学校的蚊子叮咬而造成。

同样，学校也不能证实学校的蚊子没咬

过孩子。

于是，只好从学校的管理方面找漏洞。

当然，漏洞只要找，一定是有的。

调查发现，孩子的蚊帐没挂，学校也没

有给他挂上，而且，学校的纱窗还有点破旧。

于是，法院判决学校赔偿家长各种损

失 50000 元！因为一只不知道从哪儿飞来

的蚊子，学校居然赔了五万块钱。如果这

不是央视的节目，是不是我们也会当成笑

话来看？反正，只要学生出事，不管什么

原因，不管在哪里出事，都能找出学校“教

育不当，管理不善”的地方，学校都得承

担责任。

据说，在日本，学校组织学生去游

泳，结果有个学生溺水身亡。

丧事结束后，家长到学校给校长

深深鞠了一躬，说：“对不起，给您添

麻烦了！”

中国人很是惊讶，问日本人：“你

们为什么不状告学校呢？”

日本人也很惊讶地问：“为什么要

告学校呢？孩子也不是学校谋杀的，他

们也很难过。”

这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这

儿会是什么样子？

别说是学校组织的游泳，就算是

孩子放学期间在外面野游出事，家长

十有八九也会到学校又哭又闹要求赔偿，

不同意就会摆花圈，拉横幅，不让学校

上课。

然后，有关部门会找出“学生在校安全

教育不到位”的问题，赔钱了事。而如果是

学校组织的活动出了事，校长头上的乌纱帽

基本上也就保不住了。

对此，有人总结了三点原因：

一是家长越来越“强势”；二是媒体越

来越“厉害”；三是上级部门越来越“坚决”。

而学校和老师，就成了那只最容易捏的

软柿子。

反正，饭碗所系，他们有委屈也得忍着。

我们总是说，要教育学生们自由发展，

但现实却是，先给老师们套上了层层紧箍。

于是，左右为难的学校和老师，只能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小心翼翼过日子。

于是，我们看到，学校组织的大型户外

活动没了，运动会上可能有危险的项目不见

了，敢于严厉批评学生的老师越来越少了，

那些没人敢管的“熊孩子”越来越多了。

家长越牛，老师越怂，学校越怕，孩

子越教不好，这是规律。

“困在厕所里”的老师，教不出有出息

的学生。

当我们给学校和老师套上太多的枷

锁，让他们带着镣铐舞蹈，我们教育的舞

姿，只会越来越丑，我们的孩子，只会越

来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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