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新闻热线：010—58884108
E-mail：kjrblgm＠163.com

2016 年 9 月 28 日 星期三 JIAO YU GUAN CHA 教育观察
■责编 李国敏

■图片故事

■第二看台

■教育时评
文·张盖伦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刘 硕 王 莹 仇 逸 廖 君

近日，南京大学多名学生在网络上发帖，反

映学校少发了 1000元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同学

们质疑，国家规定的助学金怎么就“缩水”了呢？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包括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存在研

究生国家助学金发放“缩水”的问题，少发的金额

总数不菲，少发的钱去哪了？学生权益谁来保障？

国家助学金少发一千？
有校方承认情况属实

财政部、教育部 2013 年印发的《研究生国家

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中央部属高校硕士

研究生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 6000 元，这一支出

全部由中央财政下拨，按月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学

生手中。

但具体怎么发放、每月发放多少，则由各个

高校自行确定。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

的做法，是为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每月发放补助

500元，每年发放 12个月。

南京大学 2016 届硕士毕业生刘同学告诉记

者，毕业前一年他只收到从去年 9 月到今年 6 月

的国家助学金，一共 10个月，合计 5000元。毕业

后，剩下的 1000 元助学金便没了下文。他不禁

产生疑问，难道是国家助学金“缩水”了？

针对质疑，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承认情

况基本属实，并坦言：“我们是按照学制内实际在

校时间发放的，这样就使得国家助学金存在结

余，学生产生疑问也是正常的。”

学生权益如何保障？
多所高校助学金“缩水”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外国语大学等高校在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发放

上也存在“缩水”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资助科的一位老师23日

证实，该校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仅发放到学生毕业

当月为止，“最后两个月是没有的”。该校2016届

硕士毕业生周同学向记者出示的银行卡对账单也

显示，他没有收到最后两个月的国家助学金。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用于资助全日制研究

生，补贴学生的基本生活支出。1000 元不是

个大数目，但对学生来说却不是小事，每月几

百元的助学金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来源。“平时

如果助学金晚发了一两天，就会有人问什么时

候发钱，大家等米下锅呢。”南京大学刘同学

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一些高校采取了灵活方式，做

到了国家助学金的足额发放。武汉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等高校在学生毕业时，一次性补发剩余两

个月的 1000元助学金；南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

等高校则为硕士研究生每月发放助学金 600元，

每年发放 10个月。

如何保障学生权益、确保国家助学金能够足

额发放到学生手上？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

告诉记者：“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方案，学习其他高

校的做法，彻底解决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宣

传部则回应，该校已经启动 2016 届硕士毕业生

助学金核发的相关工作，将在核查完成后视具体

情况做出相应处理。

少发的钱去哪儿了？
专家呼吁加强发放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官网的数据显示，该校 2016

年有 3764名硕士研究生毕业。而据南京大学研

究生院提供的数据，该校享受国家助学金的

2016届硕士研究生人数为 3017人。如果按每人

少发 1000 元计，仅这两所高校 2016 年一年少发

的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就达数百万元。

这些钱去哪儿了呢？中国人民大学党委

宣传部表示，在助学金核发工作结束之前无法

做出进一步回应。南京大学研究生院负责人

则解释，该校已经将这笔钱以学业奖学金的形

式发到了学生手上：“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发放

的结余每年都是可预期的，学校就对这些资金

进行统筹使用，再加上自筹的部分，将研究生

学业奖学金提高到人均 9000 元左右，通过这

种方式将结余的国家助学金发还给了学生。”

但根据《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管理暂行办法》

的规定，“各高校必须对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实行

分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周文辉认

为，国家助学金与学业奖学金等其它奖助学金的

性质不同，是中央财政下拨的专款，高校应注意

做到专款专用。 （新华社）

应发六千发五千 学生权益该如何保障
文·柯高阳 盖博铭

9 月 26 日是《人民教师誓词（征求意见稿）》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或许再过不久，教师誓词的

正式版就要出台。

根据官方信息，制定教师誓词是为了增强教

师的职业荣誉感、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

既然有了誓词，应该就会有一个统一的宣誓

仪式。宣誓，本身就是一个极有仪式感的行为。

此时，誓词的具体内容都不再重要，仪式感本身，

成就了职业的“庄重”。

不可否认，一些职业确实需要仪式感，用现在

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情怀”。比如医学生，他们在

入学时就要进行宣誓。有的是念诵新版希波克拉

底誓言，有的会念诵《日内瓦宣言》，我国也制定了

自己版本的医学生誓言。其实，不同版本誓言的要

义，都在强调医生这一职业应该秉持的道德精神，

明确医生应该背负的责任和必须履行的义务。

这些誓词还有一个特点——“很燃”。“我

将奉献自己的一切为人类服务。我将给予我

的师长应有的尊敬和感谢。我将凭着我的良

心和尊严从事我的职业。”“我活着的时候希

望得到大家的尊重，我离开人世后，希望大家

记 住 我 为 他 们 做 过 的 有 益 的 事 ”…… 如 此 郑

重、如此掷地有声，以至于能迅速激起你内心

的使命感，让你对自己即将从事的职业产生尊

重与敬畏。

笔者认识一位医学生，他每次去医院见习，

都要穿上衬衣和皮鞋，打扮得一丝不苟。尽管白

大褂一罩，衬衣烫得再笔挺也很难被发现，但他

坚持如此——他说，这是一种仪式感。

职业为什么需要仪式感？因为仪式是一种

象征性行为，它在给事情赋予意义。仪式就是一

个神奇的按钮，它在做一种切割和变换，它提醒

你要换一种态度去对待你的工作——这是你自

己的事业，但它也关乎千万家庭、关乎社会公众；

它意义深远，价值并非你的那份工资所能衡量，

你不可行差踏错。

教师就是这样一种需要仪式感的职业。我们

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来讴歌教师，

用“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来赞颂教师。我们还有教师

节——而以行业命名的节日，在中国只有三个。

但有些时候，赞美总是虚无的。广大教师要

面对的是实实在在一地鸡毛的生活。前不久，东

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对全国 12个省市 23

个区县的 246所学校共 7600余名教师（其中班主

任 3000 余名）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小

学班主任缺乏职业幸福感，工作时间长、教学责

任大、教学压力重。

在琐碎现实面前，坚守自身，就真的需要手

动给自己一点“情怀”的力量。此时，仪式感成为

关于职业道德的一次自我教育。当然，这种“情

怀”也需要外部“加持”，比如相关部门采取手段，

切实保障教师的职业待遇。

最后，什么样的誓词能动人呢？可以借鉴奇

幻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守夜人的誓词，他们是这

么念的：长夜将至，我从今开始守望，至死方休。

我将不娶妻，不封地，不生子。我将不戴宝冠，

不争荣宠。我将尽忠职守，生死于斯。我是黑

暗中的利剑，长城上的守卫，抵御寒冷的烈焰，

破晓时分的光线，唤醒眠者的号角，守护王国

的坚盾。我将生命与荣耀献给守夜人，今夜如

此，夜夜皆然。

不仅守夜人自己念得澎湃激昂，吃瓜群众也

从内心生出敬重。职业誓词如果也能有这样的

效果，那再好不过。

要 的 就 是 这 种“ 很 燃 ”的 仪 式 感

开学以来，不少学生在课堂学习之余还想吃点

“小灶”。但由于公办教师有偿补课受到明令禁止，

不少学生家长转而参加网络在线补课，一些表现优

异的在线补课老师更是成了“网红”，受到学生青睐。

业内人士和专家认为，随着我国在线教育规

模日益壮大，在线补课成为日益重要的学习手

段，但如何管理，成为摆在教师和教育主管部门

面前的一大难题。

在线补课越来越火 如何管理成难题
9月 27日，秦皇岛市海港区东环路街道东方明珠城第二

社区联合东方明珠城礼仪幼儿园开展“手绘国旗迎国庆”主题
活动。社区工作人员和辖区幼儿园百余名师生共同绘制国
旗，学习国旗蕴含的意义，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为祖国母亲庆
祝生日。 曹建雄/视觉中国

小朋友手绘国旗迎国庆

9月 27日，浙江农林大学的学生从“菜鸟驿站”有序的领
取自己的快递包裹。

近年来，浙江农林大学由于青年学生网购普及度高，每天
的快递包裹数量不断增加，最高每天超过一万件快递包裹。
为加强快递管理工作，浙江农林大学后勤集团与阿里巴巴菜
鸟网络合作共建菜鸟驿站，将所有快递点统一到菜鸟驿站中，
既规范了快递收寄、也方便学生领取包裹。

陈胜伟/视觉中国

大学校园建“菜鸟驿站”

9月 22日，云南省普洱市西盟佤族自治县民族小学10岁
佤族学生王娴（右）和同学一起上语文课。

位于云南省西南部中缅边境的西盟佤族自治县，是我国
佤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下，当地的
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近年来，当地还实施了“两免一补”

“营养改善计划”及“少、小民族补助”等措施，并确保适龄儿童
全部入学。如今，佤族学生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接受教育，快
乐学习，健康成长。 新华社记者 蔺以光摄

云南佤族儿童的快乐学习

开学将近一个月，随着学习内容越来越多，

长春市民刘女士越发觉得孩子学习有些吃力，便

给孩子报名参加了某在线教育平台的在线补课，

利用放学时间在家里补习初中英语。

“现在公办教师不让补课，我们又想让孩子

多学一些知识，所以只能在网上补。老师一对一

视频补课，哪里不会都能问，还是挺方便的。”刘

女士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像刘女士一样选择让孩子

参加在线补课的家长还有不少。一些家长表示，

相比于传统补课，在线补课时间相对自由，在屏

幕上与老师面对面，家长还可以通过软件旁听、

监督，课堂作业可以网上实时批改，确实方便了

不少。

记者查询一些在线补课平台的介绍发现，很

多平台的课程都打出“名校名师一对一辅导”“24

小时在线解疑释惑”“手机、电脑、PAD 随时随地

学”等宣传语，一些网站还承诺为孩子制定个性

化学习方案、实现快速提分。

除补习在校内容外，一些家长还选择给孩

子在线补习奥数等课程。上海市民邱女士说，

在线学习奥数每节课 140 元，老师都是名师，讲

授内容深入浅出，不仅价格比线下便宜不少，

录像还可以反复看，作为课余学习性价比还是

很高的。

沈阳市一位家长告诉记者，在线补课最大

的好处就是资源广。他通过淘宝网购买课程，

让一位远在美国的教师给孩子上英语视频课，

不仅内容有保证，价格也很实惠，每节课不到

100 元。

在线补课受家长热捧

记者发现，不少在线补课平台宣称，其教师

大多是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毕业的专职辅导教

师。为了增加可信度，一些平台还承诺会对老师

进行定期考核，确保辅导质量。

然而记者了解到，目前参加在线补课的教师

里，除部分专职辅导教师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

公办学校的教师。一些学生和家长担心，公办教

师参加在线补课会耽误正常教学活动。

记者在一家在线补课平台咨询了解到，该平

台可以为家长提供来自各大名校的公办教师，且

保证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价格要视学校

和教师本身具体商定。

一些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公办

教师参与在线补课是否属于“在校外社会力量

办学机构兼职从事学科类教学、文化补习并从

中获取报酬，属于有偿补课”，各地界定标准尚

不一致，但既然从中获取利益，就具备了有偿

补课的嫌疑。

武 汉 市 教 育 部 门 规 定 ，公 办 学 校 在 职 老

师不允许组织、推荐和诱导学生参加校内外

有偿补课，也不能参加校外培训机构或由其

他 教 师 、家 长 、家 长 委 员 会 等 组 织 的 有 偿 补

课。但目前还有很多地方在这方面的规定并

不明确。

辽宁省实验中学浑南一中副校长王野认为，

老师自己做网络补课，可能造成对白天工作的疏

忽，不应提倡。

有基层教育主管人士表示，由于受到商业化

在线教育平台高薪的影响，一些学校的教师思想

出现松动，“宁可当网红，也不守讲台”，久而久之

不利于基层教师队伍的稳定。

除了教师行为如何界定和管理外，在线补课

内容如何监管也成为难题。由于目前商业化在

线教育平台多、开课量大，导致有关部门难以对

其讲授内容进行监管，在线教育传播的内容是否

健康、合理，仍难以得到保证。

违规合规难界定

一些教育界人士建议，对待在线补课，一方

面要加强对商业化在线教育机构的管理和引导，

促使其正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公办在线教

育平台的建设，建好公共平台，体现公益性。

专家认为，规范办学和授课行为、对教师参

与行为做出明确规定，是在线补课必须先自己补

上的一课。上海市一位小学校长建议，有关部门

应对在线补课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建立合理的教

师身份监管制度。同时，应让优秀的教师资源通

过合规合法的途径实现自己的价值。对确实优

秀的教师，还应该政府购买，在网络上公开，让广

大学生共享。

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邵志清表示，在互联网

时代，教育的方式得到扩展，在线教学使学习内

容、资源范围扩大，是课堂内容的有益补充，如果

正确运用，将成为对学生学习有益的途径。

据了解，目前一些地方已开始建立公益性的

在线补课平台。沈阳市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黄艳表

示，沈阳教育研究院于 2012年 4月开通了沈阳网

络教育电视台，为学生录制“微课程”等课程视频，

授课教师均为市级以上骨干教师及教育专家。

一些专家认为，公办在线补课平台是体现公

益的很好探索，未来应逐步铺开。应探索优秀公

办教师开办网上公益课堂等形式，让在线补课的

优质资源成为面向大众的公共教育途径。

（新华社）

监管和内容供给一个都不能少

9月 25日，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第三小学的学生在老师
的指导下安装“云霄飞车”。当日，广西河池金城江区第三小
学举办首届校园科学节，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模拟火
箭发射”“云霄飞车”“四轴飞行器”等科技体验项目，感知科技
魅力，放飞科学梦想。 新华社发（高东风摄）

校园“小”科技 放飞“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