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桩事先张扬的教育乱收费事

件，在自愿捐资助学的名义下明目张

胆进行，有一些任性，还有一些嚣

张。“感恩费”事件，与过往的教育乱

收费事件相比，最主要的“创新”有两

点：一是利用家委会要求家长捐款，

学校和老师摆出局外人姿态；二是家

委会收了钱也不直接给学校，而是捐

给雅安市教育基金会，捐赠时指明定

向捐赠给天全二中，事后由天全二中

向基金会申请使用即可。

不得不说，天全二中乱收费颇费

了一番心思，甚至使用了犯罪分子洗

钱的手法，每一步都显得合法合规，

极力与学校撇清了干系。这说明，对

于向家长劝捐“感恩费”的乱收费性

质，学校是心知肚明的，只是以为自

己做得巧妙，能够逃过相关监管。事

实上，他们也几乎就成功了，如果不

是舆论监督介入的话。监管部门的

后知后觉，有点令人费解——是真不

知道，还是假装不知道呢？

这里面，最尴尬的是家委会。家

委会里的这些家长，既是施害者，又

是受害者。家委会是干什么的？按

通常的理解，设立家委会旨在促进学

校与家庭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反映

广大家长要求，让学校及时了解家长

心声；对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进行

适时的评价与反馈；帮助组织班级大

型活动等等。一句话，身为家长代

表，屁股理应坐在学生和家长这边。

但是，天全二中的家委会显然屁

股坐歪了，成了学校乱收费的帮手，

直接扮演了向家长伸手乱收费的角

色。为何会这样？

家委会的变味，从最近时常刷屏

朋友圈的竞聘家委会的激烈竞争，或

可略窥一斑。不是什么留学博士，不

是什么企业 CEO，没有把茅台砸跌

停的实力，似乎是没有资格进入家委

会的，哪怕你再热心，再有实际条件，

可以为班级服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利益的

地方就有血雨。一些名校里，大部分

家长是干部，是老板，学校谁也得罪

不起。他们都很忙，但这个坑必须占

着。相比之下，普通学校家委会，通

常是成绩好的学生家长，以及特别热

心的家长。

为什么家长们都要争相进入家

委会？当然是为了给自己的孩子争

取特别关照，甚至某些“特权”。比

如，老师有什么事情总会第一时间通

知家委会，如果遇到一些学生的选拔

活动时，一般由家委会先“瓜分”一

遍，有时甚至直接在家委会“消化”完

了。所以，家委会为什么会成为学校

乱收费帮凶，也就不难理解了——别

的家长和自己一样出钱，功劳却记在

自己头上，当然干得有劲。

家委会变味的背后，还是学校管

理的变味。如果有家长在家委会的

学生，就自动高人一等，可以享受种

种特别关照，家委会不变味才怪呢。

（北京青年报）

“家委会”
岂能变成学校乱收费帮手

前几天，几张家长

竞选学校家委会的截

图刷爆朋友圈。常青

藤名校、知名企业“白

骨精”、过亿资金的雄

厚财力……一个个笼

罩在“竞选者”头上的

光环让旁观者自叹弗

如。这一现象背后是

部分学校家委会功能

出现异化，变了味儿，

走了样。

《教育部关于建立

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

员 会 的 指 导 意 见》明

确，家委会的基本职责

是参与学校管理，参与

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

家庭。其第二条指出，

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

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

提供教育资源和志愿

服务。然而，部分学校

在设立家委会时，过分

强调发挥家长资源优

势，希望加以利用为学

校谋实惠；同时，家长

们也希望借家委会为

自家孩子挣“印象分”，

把家委会片面地当成

学 校 和 老 师 的“ 传 声

筒”“钻石临时工”。

要还变味儿的学

校家委会本来面目，就

要保证家委会成员由

全体家长民主选举产

生 ，具 有 较 广 泛 代 表

性 ，热 心 学 校 公 益 事

业，有强烈的责任心。

只有学校和家长都少

一些功利心，多一份利

“公”心，在教育互动中

各自扮演好角色，学校

家委会才能发挥好应

有的作用，才能让孩子

们的笑容更灿烂，让校

园风气更纯净。

（光明日报）

其实，钱到底去了哪里并不

重要，我们甚至完全相信，这些钱

的确是给辛辛苦苦为孩子补课的

教师所用，但是，即便如此，校方

的这种行为依旧值得商榷，因为

它违背了自愿的原则，一来，孩子

的教育是每个家长都舍得花大力

气投资的，以教育为名的任何形

式的捐款赞助，都能够“击中”家

长脆弱的心；二来，除去睡觉，孩

子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都托

付给老师，一旦学校有什么类似

捐款的倡议，没有哪个家长敢于

“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在这

种重量级并不相符的比较中，家

长一方明显处于劣势，对校方的

要求无不唯唯诺诺。所以，就算

是有一些家长发起“感恩捐助”倡

议，但是，更多的家长更可能是被

裹挟其中——根据资料显示，天

全二中主要集中了全县各乡镇的

学生，父母多为农民，或在外务工

者的留守孩子，可以想见，家庭条

件并不宽裕，也很难想象他们可

以动辄拿出上千元给学校捐款，

唯一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孩子不

被大家看不起。这样的“自愿捐

款”，这样的“感恩费”，怎能收的

心安理得？

有关部门应加强监管，杜绝

类似事情再度发生，毕竟，在一个

社会里，无论如何教育也不能丧

失底线，因为它代表着国家的未

来，影响的是我们的下一代的价

值观。

(北京晨报)

“感恩费”是变相索要

相 关

和其他学科不同，语文是综合能力的

一种体现，功夫更强调下在平时。当课业

繁重时，学生自然会选择能够在最短时间

内提高成绩的方法，并没有动力去大量阅

读、经常写作。

一目十行的阅读能力，通常是从小大

量阅读训练出来的。很多人对阅读的热

爱，恰恰是悄悄地躲在被窝里看与语文课

无关的“闲书”中自然形成。这种兴趣，在

高中之前大致已经完成。由此来看，未来

语文改革要求突破以字、词、句、篇为主要

特点的工具化语文教学，突破“部编版”一

本教材的视野，将包括天地自然、人文历史

在内的整个生活带入语文教育，将一本本

经典之作的阅读，变为满足学生生命需求

的一条条大路，不仅能扩大学生的知识面，

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思辨力，引导他们进

行深度阅读。如何避免学生进入刷题状

态，让他们有足够的阅读量，是需要教育工

作者好好考虑的。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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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阅读写作成为乐趣
国务院日前批复，同意自2018年起，将

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医师

节是继护士节、教师节、记者节之后，国家设

立的第四个行业性节日。医师所需要的不

是额外的褒奖，而是社会不再用有色眼镜看

待自己。这既是对社会大众提出的要求，也

是对医师群体的一种鞭策。在传统的社会

认知中，医生无疑是一份体面的职业，然而，

这份“体面”是否名副其实，在当下面临着诸

多考验。设立医师节，其最大的价值就在于

让医生更体面、更有尊严。 (中国青年报)

设立医师节让医生更体面
这两天，一封《北大物理系俞允强老师

的公开信》在微信朋友圈迅速传播。在公开

信里，俞允强教授指出，在自己所教的课程

电动力学考试中，同学们的成绩普遍下滑。

由此出发，俞允强也对学生们的学习状态进

行了思考和质疑。对此，不少网友表达了对

当代大学教育现状的思考和忧虑。有网友

发现，这是发生在2002年的事情，至今已有

15年。时至今日，大学生学风浮躁、忽略基

础课程、热衷于各类考证的现状，在一定程

度上依然存在。 (光明日报)

15年前的公开信何以刷屏

四川雅安市天全二中，今年两次利用家委会向家长劝捐“感恩费”，每名学生1000至1200元不等。事件经报道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11月

21日晚，天全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通报称，天全二中授意家委会组织家长进行“捐资助学”活动，所收款项用于开展课后服务。经调查，学校授

意家委会两次共计收款145.95万元，现决定退还；教育局副局长被警告处分，该校校长被免职。

“各年级家长被动员捐 1200

元至1500元的‘感恩费’，家长委

员会成员用点钞机验钞，老师也

在现场”——网络流传的视频中

的场景，几乎自带“猫腻”和“潜规

则”的弹幕。但之所以还有校方

洗白的空间，恰恰在于家委会这

层遮羞布，恰恰在于家委会可以

以代表的身份，对事件的性质进

行转换。

这件事，可以和几周前上海

一小学家委会选举成家长“秀场”

的新闻互相参看。在那个新闻事

件里，为了竞选家委会，海归高

管、名校博士纷纷出场，“有资

源”、“时间自由”、“砸停股票”等

各种技能杀器纷纷被祭出。如果

说，天全二中的“感恩费”事件，回

答了家委会能为学校做什么；那

么上海这场家委会竞选秀，则从

侧面透露了，学校能为家委会做

什么。

这二者的答案叠拼在一起，

可以看到家委会在实际语境中的

生态。2012 年，教育部曾下发意

见，推动中小学和幼儿园成立家

长委员会。大体意思，是要建立

一个意见表达、交流沟通机制，改

变教育尤其是公立教育老师说、

家长听的单向机制，构建一个带

回声性质的决策系统。但在实际

操作中，家委会很容易和校方间

形成单独的资源交换，一方面给

后者的独断披上了民意的合理

性，一方面要求后者回报以特殊

的教育关注。天全二中的“感恩

费”，只是这种交换中比较有能见

度的一个例子。

（光明网）

家委会的“江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