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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老师内急也写“特殊请假条”

教育评弹 >>

文 / 石川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

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

彩。” 这是 20 世纪中国诗人徐志

摩《再别康桥》中脍炙人口的诗句，

至今仍被不少人不时地予以吟及。

之所以这样，不仅是因为这

句话的诗意满满和婉转动听，更

因为它戳中了人们的心弦，表达了

嘈杂世界中人们对

“净”与“静”

意境的普遍

向往 和共

同心愿。

是 啊，

净，乃干净，

清洁，整洁，

没有灰尘、没有

雾霾、没有废气、没有污垢，净的

空气洁身健体，净的食物吃起来

放心，净的东西看起来舒畅。一

句话，正常的人都喜欢纯净的环

境和洁净的物品。

静，则是安静，没有噪音、没

有杂音、没有喧嚣、没有争吵、没

有战争，安静的环境，于人“静而

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于社会则有利于有序建设与和谐

发展。一句话，正常的人谁都愿

意拥有恬静的环境与和平共处的

世界。

为追求和营造“净”与“静”，

人们发出过不少

声音，作出

了不少努

力，也取

得了不少

成果。绿

色、低碳、

生态、环保

与和平环境的努

力打造，“宜居城市”“美丽乡村”

“绿水青山”“平安地带”的逐渐

增多，不能不说是人类的福音，人

们多么希望这种态势能继续延伸、

不断深化。但这种“净”与“静”

还只是人们所处环境的优化和物

质层面的不断满足，仍然需要持

续推动。

其实，社会更呼唤心灵世界

的“净”与“静”。因为只有人们

心灵的干净和心神的安静，外部

环境方可拥有真正和持久的“净”

与“静”。一个人也只有拥有了心

灵世界的“净”与“静”，方可站

得高、看得远、想得深、谋得实，

就会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

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定

其心应天下之变，就会凡事顺其自

然，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

然，失意之时坦然，不存痴心妄想，

不违天理良心，不干出格之事，明

事理，顺时势，循规律，从而获

取成功的人生。如果人人拥有了心

灵深处的“净”与“静”，环境也

必然宜人，社会也必然安定，世

界也必然和平。

时下的社会，生活节奏越来越

快，总有那么一些人存在着心浮

气躁的毛病，大有司马迁所描述

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

攘，皆为利往”的模样，往往难

以用一种心平气和的心态来对待

身边的每个人和每件事。谈恋爱不

能许三生之诺，只图感官之快；找

工作不能脚踏实地从零做起，只

想平步青云；做事情不能精耕细

作，只求又快又多；为学不能“寒

窗苦读”，而是祈求一举成名；为

商不能诚实守信，而是急功近利；

为政不能“为民作主”“造福一方”，

却热衷于中饱私囊……

诸如此类，都与“净”与“静”

的境界相去甚远，是心慌神乱的表

现，是内心深处的魔障。这种魔障

不利于“净”与“静”外部环境的

营造，也无益于个人事业的修成。

“守得安静，才有精进”“心

收静里寻真乐，眼放长空得大观”。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都是心地纯

净、心灵安静的。最为著名的是毛

泽东，他在年轻时刻意要求自己在

长沙最繁华的闹市读书，培养自己

闹中取静的能力。中国著名学者钱

钟书曾说过：“我叫钟书，我的一

生都钟情于书。”钟情于书，是需

要“净”与“静”的。所以，他总

是心无杂念地坐在书斋里，从心

无旁骛中获取智慧，从沉心静气

中悟出人生的真谛。其一生的格调

就是在“净”与“静”中与书打交道，

同智者交流，与贤者讨论，成就了

高山仰止的风范。

心灵的“净”与“静”，不是

消极地逃离于尘世之外，不是不

食人间烟火，不是教条式的清心

寡欲，也不是孤芳自赏和自视清

高，更不是沉默寡语和装聋卖哑，

而是心底无私的天地宽广，是“千

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

的淡定，是纷纷扰扰和嘈嘈杂杂

中的一种清醒，是风风雨雨和忙

忙碌碌中的一种有序，是耐得住寂

寞、守得住清贫、经得起风浪的

一种心理定力。

一个人一旦拥有心灵的“净”

与“静”，就会自觉去消除杂念，

避免干扰，克服浮躁，去除烦恼，

保持真实的自己，看清、看透、看穿、

看淡纷繁复杂的世界。但要想真

正地拥有，就得不忘自己的初衷，

常做心灵的叩问，常掸心里的灰尘，

常扫思想的垃圾，常洁灵魂的旮旯，

常服精神的“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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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上课去厕所要写假条

“净”与“静”

文 / 郭文斌
一般情况下，上课去厕所，

只要举个手向老师说一下去厕

所就行了，学生上了厕所就会

自动回来，现在居然出现上课

去厕所要写请假条，而且还要

两位老师签字，于是这样的规

定被称为缺乏人性化，被称为

管理无方。其实，那些批评者

往往是一厢情愿，并非真正懂

得学校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

说，我赞成上课去厕所要写假

条。

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小学

学校的课堂时间多为 30 分钟

至 45 分钟，这个时间并不长，

如果在下课期间去了厕所方

便，上课是不太可能会需要去

厕所的，当然，也有特殊情况，

比如拉肚子等，那么这样的

学生数量上也是极其有限的。

可当学校有很多学生选择上课

期间去厕所，这意味着什么？

学生并不是真正需要去厕所，

是借此离开课堂，享受“自由”。

而学校之所以出台上课去厕所

要写假条的规定，一方面是针

对自制能力较差的学生，换言

之，针对的是经常在上课时

去厕所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实

际目的是什么，老师大多心知

肚明，可学生提出上厕所，老

师又不能不允许，因此用手续

麻烦来倒逼他们别为所欲为

“去厕所”，其实是防止学生

屡屡借上厕所之名而进行一些

和学习无关的违纪行为。这样

用心良苦对待学生，难道有错

吗？

教育学生从来都是复杂的

事，而人性化不是用滥的词，

让学生上厕所请假就是不人性

化，如专家所说，生理受到了

约束，心理就不会阳光，但他

的话却是脱离当事学校的实际

情况，是假设学生都是好学生，

他们去厕所纯粹是去方便，也

有的人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不

信任。老师开始时都信任学生

的，但当一个学生多次在上课

时去厕所抽烟，假如你是老师，

你还会信任他吗？

教育学生是不可能一天就能

够教育好的，也不可能仅用一

种方法就能够教育好孩子。学校

管理学生，往往是从实际情况

出发，在外人看来可能是不可思

议的做法，但在当事学校可能

就是挺好的管理方式。给学生

一定的管理自由权，在没有出现

严重后果之前，在学校诚心诚

意想教育好学生的前提下，别

轻易否定学校的做法，学校的做

法没有那么不堪。假如都按照

你说的所谓人性化管理，可能

一堂课中，有大部分学生要去

厕所，这课还如何上？

教育最怕自以为是的“教

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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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司马童
“上厕所（尿非常急）”“上

厕所（闹肚子）”……看着这一

张张充满黑色幽默的所谓“课

堂特殊请假条”，也难怪会迅

速激起坊间热议和舆情聚焦。

读者受众中，联想到自己小时

候举手示意，就能允许在上课

时出去解决内急，前述云南这

所中学“两个教师严管一泡尿”

的写条子做法，着实令人发谑

并质疑：倘若老师不同意，莫

非学生还将憋尿强忍吗？ 

应该说，祭出像课堂“特

殊请假条”这样的奇葩之举，

往往都会配套一个“都是为了

孩子好”的堂皇理由。比如，

临沧一中的相关老师就回应

道，有些学生的自制能力较差，

或会以“上厕所”作幌子，实

则当成另一种“放风机会”；

进而言之，其潜台词便是，要

是每个学生都如法炮制，如何

确保有序的教学管理？这明着

暗着的话，当然颇有道理，却

也经不起再问一句：就算不守

纪律的熊孩子写了“特殊请假

条”，那些借“上厕所”之名

搞的“小动作”，就能有效制

止了么？

显而易见，看似“对症下

药”的“特殊请假条”，未必没

有隐隐折射出“空管”一把的

形式魅影。这当中，当事学生

的“郑重申请”，两位老师的“双

重把关”，固然不乏严格管束

的认真之意，可究根而想，一

来这形式化的狠招，并无什么

整治学生“谎报军情”的实效；

二来由于对部分孩子的“不信

任”，结果却让全体学生都成了

“怀疑对象”，也即凡是上课时

要求去趟厕所，就会带来“被

当贼防”的内心不愉快。如此

纠结感受，试问学校老师们自

己可愿一尝呢？

“生理受到了约束，心理就

不会阳光。”在教言教，按照教

育部的规定，是允许中小学生

在上课时间上厕所的。至于有

些熊孩子在这方面捣鼓的“低

级谎言”，理应用其他更具针对

性的管理招数，体现谁违规

就谁受罚，而不是有悖人性化

的教育理念，漠视师生之间

的信任和包容基础，一味用

那些华而不实的“客里空”手

段，来贴金于既不可行、也

更不可敬的奇葩创举。事实

也已表明，“特殊请假条”在

网上传开后，点赞叫好的声音

“几乎为零”。

从来的说法都称，“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育人者都深知，

言传不如身教。那么，假如要

求老师内急也写“特殊请假条”，

是感觉瞠目结舌、不可思议的多，

还会是认为防患于未然、值得

一试的多？说句不甚妥当的话，

现实中，老师队伍里的“害群

之马”，也时有所闻；但总不能

循着对待“自制能力较差学生”

的逻辑，不管你内心乐不乐意，

心理舒不舒服，时时处处地防

着“要做坏事”吧？！

学生上课期间去厕所需要填写请假条，还要找两位老师签字，

而且每天限量 100 张？近日，云南临沧市一中的一张课堂特殊请假

条引发了网友热议。对此，该校相关老师回应称，这个请假条主

要针对的是自制能力较差的学生，防止他们在上课期间请假外出去

厕所抽烟或进行一些和学习无关的违纪行为。然而，有专家却认为，

校方这样的做法会让学生心理不愉快，“生理受到了约束，心理就

不会阳光”。（5 月 15 日《云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