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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拾得人直接将遗失物交还失主的情形，那种“提供线索”案例

中“悬赏承诺”的履行、“赏金”的支付其实都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湖北赤壁一小学课改实验“三年级开始

上数学课，4 年时间学完 6 年制小学数学内

容”一事引发热议。9月22日，该校课改方案

被当地教育局叫停。据赤壁市教育局通报，

“课改”学校是在未取得上级主管部门课题立

项情况下，自行开展“课改”。校长吴震球则

回应称，目前在读的一年级已开设数学课。（9

月23日《新京报》）

赤壁这所小学是从2015年秋季开始“一

二年级不开数学课”的。在该校领导看来，小

学一二年级学生处于形象思维形成和发展时

期，不适合学抽象的数学，“具有初步理解能

力再学，效果更好”。去年11月，该课改项目

经当地媒体报道后曾经引发热议：是否会造

成学生学科发展不均衡？学校却对外发布

“观察结论”称，实验班学生语数成绩大幅超

过普通班学生，其他方面表现整体优于后

者。如今这项“冒进式”课改终被叫停，却也

是应该的。

学好语文、数学等基础学科，掌握读、写、

算等基本能力，是小学低年级就应坚持进行

的教学任务。在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

实验方案》中，数学一直是小学一年级的必修

科目。何况，今年6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

质量的意见》中明确规定：“开齐开足开好国

家规定课程，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

调整进度。”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按规定开齐课

程、开足课时，是贯彻落实相关要求、规范办

学行为的具体体现。

即便抛开相关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也不

能不开数学课。课程改革是要让学生减负增

效、提升学习能力，而非完全不接触某一基础

课程。不接触数学课的结果可能是，前期对

数学“零接触”会导致后来对数学难以产生兴

趣，甚至可能因其他课程逐渐增多、难度加大

而对讨厌数学；一二年级不开数学课，学生需

要用4年学完6年制小学的数学内容，数学老

师会因此大赶进度，学生的学习压力恐怕也

会增加，厌学的情绪可能更浓，的确可能造成

学生学科发展的不均衡。

小学一二年级不开数学课，可能会耽误

部分有数学天赋的学生。有些孩子在幼儿教

育阶段已对数学产生学习兴趣，到了小学一

二年级，这类孩子却无法感受数学之美，恐怕

就会耽误这类学生。

实际上，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处于形象思

维形成和发展时期，不适合学抽象的数学”，

只是片面之说。虽说“数学是思维的体操”，

逻辑性总体较强，但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学习

数学，只是学习基础的内容，比如认识数字和

立体图形，此时学习数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培

养学生的数学意识、数学学习兴趣，引导他们

体验、感知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而非

学得如何高深和精通，也不会有多少死记硬

背的知识。与其取消数学不如降低学习难

度，创新枯燥无味的教学方法。

“三年级才上数学课”是“冒进式”课改

燕赵观

近日，浙江杭州一小区业主家的猫走失，

该业主重酬万元寻猫。但业主“牛妈”发现小

猫并拍照发到业主群后，找回猫的失主带着

小礼品上门道谢，却未提酬金。被问及时，失

主解释称是其他业主看到消息通知她的，所

以酬金已经给了别人。不过，一份群聊记录

却显示，有人帮失主“支招”，“你就说（酬金）

打给通知你的邻居了。”（9 月 23 日《钱江晚

报》）

重金悬赏，不欢而散，让这场邻里“友爱

相助”的暖心一幕瞬间变成闹剧。闹掰之后，

涉事各方放出的腔调都姿态颇高，“牛妈”表

示“都是邻居，原想着万一对方要给钱，千万

不能收”，其言下之意“如今跳出追究，纯属为

理不为钱”；而失主也透露，“万元寻猫赏金，

已经分给了那些提供线索的人”，力图以此力

证自己绝非言而无信之人……当然，这场“悬

赏寻猫”大戏引发的舆论热议远超想象。

事发之后，“牛妈”的一番话很是在情在

理，“作为发现猫的人，收不收酬金是我们的

事。但是作为失主，应该信守诺言，主动提

出。”之于此，网友们基本也是一片附和！在

一个诚信精神被提到空前高度的当下，如果

猫主人出尔反尔，自然是要被鄙视的。值得

注意的是，在此事中尽管失主主张“酬金已给

别人”，却无法提供相应凭证。此外，再加之

被挖出的群聊造假记录，更是令人生疑。

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类似的由“悬

赏承诺”导致的争端并不在少数。从立法角

度说，相关的法律安排不可谓不明确，《物权

法》规定“权利人悬赏寻找遗失物的，领取遗

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但真正复杂

的，其实还在于“事实认定”环节。以本案为

例，失主说“早有人提供线索”，之于此“牛妈”

其实是很难证伪的。就算真要起诉索取酬

金，本着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牛妈”还必须

证明确是自己的线索让失主找回了小猫——

这想想都觉得麻烦。

相比于拾得人直接将遗失物交还失主的

情形，那种“提供线索”案例中“悬赏承诺”的

履行、“赏金”的支付其实都存在着很大的不

确定性。“重金寻猫”，暴露了法律应该如何保

护“线索提供者”的利益等问题。这一状况，

是否会冷却人们帮忙寻找遗失物的热情呢？

毋庸讳言，“赏金激励”是人们协助找人

寻物的重要动力。而“寻猫”一案，演示了这

种“空头支票”的脆弱。只是，今后更多失主

却可能面临“开出赏金也无人应和”的窘状。

“万元寻猫”起纠纷，
放大了悬赏承诺的脆弱性

蒋璟璟

一封“承诺书”在网上引起热议，签署这

份“承诺书”的是20余名七旬老人。原来，他

们组织同学聚会，担心有人酒后出现意外，大

家主动签订《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表态称

参加聚会将量力而行，如果出现意外与他人

无关。但律师表示，《安全责任自负承诺书》

虽然合法有效，但是参与者的法定义务并不

能因此免除，不能成为同学聚会相关主体的

免责文书。（9月23日澎湃新闻）

在参加宴席、聚会期间，难免借酒助兴、

觥筹交错。席间或席后因为饮酒导致各种意

外情况发生的例子，近年来也不鲜见。比如，

有人因为过量饮酒而诱发自身疾病，不幸身

亡；有人因为酒后醉驾出了车祸，不幸殒命。

尽管这些情况都可以归为“意外”的范畴，但

是随着公众法律意识、权益保护意识的提升，

几乎每一起意外事故的发生，都意味着一起

乃至数起的法律诉讼。

这样的法律诉讼，虽然不能说是耗费宝

贵的法律资源，但因为这种诉讼多发生在亲

朋好友之间，所以即便法律可以做出决断，但

却无法避免对人际关系带来的伤害。何况，

对于因为饮酒导致意外的当事人来说，无论

赔偿多少钱，都无法换回健康和生命。

从这个角度来看，“免责协议书”显然有

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当签订这份协议

书的人都是七旬左右的老人的时候——“免

责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由聚会者作出承

诺，自己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是否

参加同学聚会，如果参加同学聚会其间发生

了意外，比如不小心摔倒，比如由于饮酒过量

引发疾病等等，都由自己来承担责任，而与他

人无关。这份“免责协议书”的针对性，是不

言而喻的。

虽然在一些法律界人士看来，“免责协议

书”合法有效，但是参与者的法定义务并不能

因此免除，不能成为同学聚会相关主体的免

责文书，但有了这份责任书，确实给同学聚会

带来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席间没有人拼命

劝酒了。这样既避免了老同学受到意外情况

的伤害，同时也避免了自己“惹祸上身”。

所以说，“免责协议书”的签订，本身就是

对参加聚会者的一种提醒，一种规劝，当然也

是一种保护。即便如法律界人士所说，如果

在聚会期间发生了意外，仍旧需要由司法机

关来厘清责任，但是这样的提醒、规劝和保

护，本身就具备未雨绸缪的作用，其正面意义

不能轻易被否定。

不要否定“饮酒免责协议”的积极意义

网友说
@敏子 150725559——作为邻

居，发现了猫，并提供线索帮助他人找

到猫，这是一件助人为乐的事情。即便

失主极力要给谢礼，我也坚决不会收,

一句谢谢就能皆大欢喜。但是，如果失

主找到猫，绝口不提曾经承诺的谢礼，

我也会很不舒服，我也会像业主“牛妈”

一样，争取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要为

自己的言行负责。

@花毛毛虫子——我的狗丢了也

是发了悬赏，结果是本家叔叔见了。我

照样发了红包，叔叔不收是他的事，做

人要讲诚信。

@陈春梅7687——以后的猫猫

狗狗可怜了，没有人再为悬赏者提供信

息和线索。

@梦到自己温柔了——有的人说

帮找猫就是想要人家的赏金，可是我想

说，想要这赏金又怎么了，既然是失主

的承诺，就是理所当然的。

何勇海

苑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