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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鼓励学生互相“举报”，家长该怎么办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老师应该鼓励学生互相举报吗？近日，长沙家长李女士（化名）在网上记述了一件
发生在儿子班级的“举报”事件：李女士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在课堂吃零食遭同学举报，
被老师惩罚给全班每个同学都买一个面包。孩子的做法固然不对，但老师的措施又是否
合理？没想到，这名 10 岁的小学生不仅提出了质疑，更要求老师“纠错”。

7月7日放暑假！2024 年长沙中小学暑假活动有这些
今 日 女 报 / 凤 网 讯（ 通 讯

员 邓琼）据长沙市教育局的消息，

根据年度校历安排，全市中小学

校于 2024 年 7月7日起统一放

暑假，8月 31日结束。2024 年

秋季学期于 9月1日报到，9月2

日正式上课。

通知要求，学校统一安排放

假时间，不得随意增减假期；不

得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组织

学生成建制上课、补课；不得出

租、出借场地给社会培训机构举

办复习班、辅导班等。学校确实

因为高考、学考、中考组考等耽

误的课时需要补足的，市直学校

直接书面报告给市教育局主管处

室，经核实批准后方可按实补足，

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暑假严禁在

职中小学教师组织、参与违规补

课；严禁在职中小学教师替社会

培训机构进行招生宣传、组织生

源，严禁诱导、强制学生到社会

培训机构参加补课、培训。

学校应指导学生形成正确的

劳动观和社会实践观，引导学生

充分利用假期参加图书馆、博物

馆、规划馆等举行的公益性社会

实践活动。积极开展读书活动，

可从《长沙市中小学生阅读指导

目录》中选择书籍，或由学校推

荐书目。严格遵守减负要求，学校、

班级不得要求学生以打卡、拍照、

留痕等形式完成社会实践活动，

不得要求填写表格，不得要求到

社区（村）或其他单位盖章。

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暑

假作业。原则上小学高年级及以上

学生每个暑假完成综合实践活动

作业不超过2项。严禁布置要求

家长完成或需要家长代劳的作业。

引导家长不盲目给孩子报校外培训

班，指导学生合理使用“名师云课

堂”“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云平台”

等网络资源，切实减轻学生课业

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

事件：

老师鼓励“举报”，小学生很受伤

“其实，我觉得虽然这

是个小事，但也是个很重

要的教育契机。”6 月 24 日，

李女士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事情发生在数周前，

儿子班主任发来信息，她

儿子因为在上课时偷吃了

零食，被同学发现并举报，

按规定第二天要给班上每

个同学买一个面包作为惩

罚。

  “说实话，虽然我儿

子上课吃零食不对，但老

师的这种惩罚机制，我内

心是特别抗拒的，而且在

两周前，我儿子也是因为

上课吃葡萄柚被同学举报，

最后给班级每个同学都买

了一个葡萄柚作为惩罚，

现在又被举报。”李女士说，

儿子当天回家后，马上向

她表达了不满和抗议，“他

说再也不会和举报他的那

个同学做朋友了，而且也

不会买面包给同学吃。”

李女士说，儿子还告诉

他，因为老师鼓励举报，同

学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紧张，

“上课的时候，都相互在看

别人有没有做错事情，下课

就去告状，特别是吃零食，

因为告状会有零食分享。”

最后，儿子还气愤地说：“下

次我也要告几个同学的状，

作为‘报复’。”

李女士当即阻止了儿子

的想法，“我对我儿子说‘如

果你告状的目的是为了让别

人得到惩罚，那妈妈觉得最

终惩罚的会是我们自己，因

为你也会深陷在被不停监视

和告发的漩涡，每一天都会

有很多埋怨，妈妈觉得没必

要做让自己不开心的事情；

如果你告状的目的是为了提

醒同学养成好的习惯，那就

直接对同学说，这样可能更

有效果，也满足了你自己的

想法’”。

李女士告诉记者，她认

为鼓励孩子之间互相举报是

一种低劣的管理方式，必须

坚决反对。

“ 这 样 的 教 育 到 底 是

要把孩子培养成怎样的人

呢？是宽容大度还是锱铢必

较，是阳光真诚还是阴暗虚

伪？”李女士说，那天，她

询问儿子需不需要妈妈跟老

师交涉，没想到儿子却说，

他要自己来处理这件事——

当面向老师提出质疑，并主

动给老师“纠错”。

“我其实蛮吃惊的，但

还是鼓励儿子去做。”李女

士说，第二天儿子放学回来

后告诉她，“他当面对老师

说‘我吃东西不对，可以惩

罚我，但你的做法也不对，

让我和同学的关系不好了’，

他还说他是一口气说完的，

说完后都没敢看老师就跑回

教室了。”李女士笑着说，

不过，老师也挺民主的，当

天下午就取消了这个惩罚措

施。

调查：

你的孩子被同学举报怎么办
 当遇到这种情况时，作为家长你会怎么

做？是支持老师的决定，批评孩子；还是否

定老师的做法，为孩子寻求公道？长沙家长

张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孩子也遭遇过这样

的事情，数学老师为了管理课堂纪律让孩子

相互举报，举报者有奖。

“当时我儿子读小学三年级，他回来哭

着告诉我说，他不愿意举报同学，他觉得

这样做让他不舒服。”张女士说，她当时听

说后也非常反感老师的做法，孩子还小，缺

乏辨别是非能力，互相举报导致同学被误会

了容易伤同学之间感情，也不利于班级管理。

但为了避免和老师发生直接冲突，她选择了

先和家委会沟通，和家委会的家长取得一致

意见后，再通过家委会向老师转达看法。

“后来通过沟通，老师也最终取消了这

个管理办法。”张女士说。不过，记者在采

访中也发现，也有家长对老师这样的做法

不以为意甚至表示理解，觉得老师为了进行

班级管理，用一些措施和手段也是应该的。

那么，网友们怎么看待这样的事件

呢？ 曾经有一起课堂举报新闻在网络上引

发过广泛关注。宁波的一个小学生向老师

告状同学偷带零食违反班规，老师反而惩

罚了打小报告的孩子，事后她在网络上分享

这个故事并留言说：“一个班级里最重要的

是信任感、安全感，除非是影响他人的破

坏行为，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其他都不必

来跟老师说。我希望学生们举止文明，班

级井井有条，但我不希望通过同伴之间的

相互告密来掌握他们的动向。” 这件事情在

网络上被分享后，网友对该老师的做法一

致叫好，希望孩子们都能遇见这样豁达幽

默而有智慧的好老师。

专家：

不要让举报成为损人利己的工具
“给这个孩子点赞。”长沙市天心区曙光

小学心理老师胡荣波表示，这个小学生表

现出了难能可贵的勇气和责任感。他不仅

对老师的做法提出了质疑，还主动给老师“纠

错”。这种勇于表达自我、敢于质疑权威的

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家长李女士的处

理方式也值得赞赏。她没有简单地站在老

师或孩子的任何一方，而是采取了积极沟通

和引导的方式，既指出了儿子行为的不当之

处，也表达了对老师做法的不同意见，并且

教导孩子如何以更加正面和建设性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这种教育理念有助于培养孩

子的同理心、责任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老师能够听取学生的意见并及时调整自

己的做法，也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和灵活性。

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能够缓解学生的不满情

绪，还能够让学生感受到被尊重和被重视，

这对于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是非常

重要的。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举报都是应该被

忽视的。”胡荣波说，举报本身并没有错误，

只是孩子们用在了错误的场景下。当举报

成为损人利己的工具时，它就失去了它本身

的价值。总之，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教育方法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正面

品质，如诚实、责任、同情心，同时维护一

个基于信任和尊重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

之间的正向互动，培养他们通过建设性沟

通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单纯依赖“举报”制

度更为重要。

举报不对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