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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7 年 11 月 开 始 ，邵
长思参加教育部统编高中新教
材的编写工作 ， 是广东四位编
写者之一。如今，新教材已在本
月 应 用 于 部 分 省 市 的 普 通 高
中，明年广东也将启用。

作为来自一线的教师 ，邵
长 思 深 感 新 教 材 最 大 的 变 化
是从 “知识立意 ”转为 “人文立
意 ”， 比如原先可能一个单元
全部是记叙文 、一个单元全部
是说明文 ，但现在则围绕着诸
如 “家国情怀 ”、“辩证思维 ”这
样的人文核心 ，在一个单元里

涵盖古今中外各种文学样式 ，
由 “术 ”及 “道 ”。 在篇目上 ，
传统古典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一
些 作 品 有 回 归 ， 比 如 王 安 石
《答 司 马 谏 议 书 》、 鲁 迅 《祝
福 》、茹志鹃 《百合花 》都有收
入 。 总体来说 ， 古代诗文占比
近半 ， 在全部选文里数量超过
了 49%。

他觉得 ， 这套新教材会给
高中语文教学带来颠覆性的变
化 ， 中学语文必须要适应教材
而改变教学 ， 从而倡导更科学
的语文观。

邵老师谈新教材：
新教材将给高中语文教学带来颠覆性变化

随着暑期结束， 携娃出游的家庭已陆
续回到家中 ，但暑期旅游遭遇的种种窘境
却依然记忆犹新 。 学生放假带动家庭出
行 ，致使部分热点景区纷纷 “爆棚 ”，酒店
涨价入住难 ，飞机高铁一票难求 ，扎堆休
假让 “休闲游 ”变 “受累游 ”，假期 “恶补式
旅游”如何破解？ （9 月 1 日新华社）

“研学游 ” “亲子游 ”变成了 “高价游 ”
“受累游”！ 任何“恶补”的效果都不会好，一
则让孩子身心疲惫， 二则孩子未必能 “消
化”。 虽然孩子集中游览了很多景区，但多
少“诗和远方”最终能留在孩子记忆中？

目前几乎都是全国或全省（全市）统一
安排学生假期 ，除寒暑假之外 ，没有多少
长假可以供孩子们长时间出游 ，孩子只能

选择在寒暑假集中出游， 家长也只能在寒
暑假“陪游”。

尽管 2014 年国务院就发布意见鼓励
高校和中小学调休、 增加春假， 给孩子们
增加了出游机会， 但落实效果不理想。 许
多学校为了赶进度、 提高成绩， 在教学安
排上没有预留春假。

同时， 带薪休假制度落实效果也不理
想。 即使有的学校放春假， 孩子也无法出
游，因为家长不能带薪休假陪同。

有学校负责人建议， 从暑寒假中掐头
去尾各拿 5 天 ， 分别设立春假和秋假 ，学
生一年中增加了两次中长假出游机会 ，就
不必在寒暑假 “恶补 ”了 。 这是个好主意 ，
但主要问题还是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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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的上课铃响过，广州市
第七中学的邵长思老师，又稳稳地
出现在高三年级的语文课堂。 在熟
悉他的学生、 老师和家长眼里，这
位身材高大而声线、笑容都很温和
的中年老师，就像是一个“传奇”：

“太棒了，我家孩子进了邵老
师的班！ ”高三（7）班陈同学的妈
妈开心极了，她得到的“情报”是，
邵老师所带的班每次都能在高考
中拿到语文成绩年级第一。

“什么？邵老师又教高三！”今
年夏天刚从七中毕业的吴天昊，
离开邵老师的课堂只有三个月。

“邵老师这已经是连续第五
年教高三年级了！ 连续啊！ ”新学
期教高一语文的张春娥老师掰着
指头惊呼。 在 2019 届的高三年

级， 她曾是邵老师同一个备课组
的“战友”。

“这是邵老师从 2001 年到七
中之后，教的第十届高三了。 学校
给他的任务，他从来不挑。 ”七中
的人事秘书谢志忠老师感慨。

“邵老师 1989 年从教，今年这
个年级是他带的第 20 届高三学
生。 ”2005 届从七中毕业的吴晓瑛
如今已是一位医生，她是邵长思到
广州教的最早几批学生之一。

“不过明年我真想从高一教
起了，因为要开始用新教材了。 ”
邵老师自己这样希望。 备受瞩目
的教育部统编新教材将于明年秋
季在广东投入使用， 他是参加语
文科编写组仅有的四位广东“园
丁”之一。

没有人会否认， 高三的学生
“压力山大”， 高三的老师更是一
个“热锅上”的岗位。 更何况，五年
来，每到盛夏送走毕业生、每到处
暑又迎来“准毕业生”的邵老师，
还担任着全校的教导主任。

只要没有必须外出的任务，
每天早上他都会在七点一刻到
校，七点半前在高三班转转，之后
等级长、班主任都来了，再扩大到
全校巡视。 然后是满满一天，上
课、批改作业、教研活动、行政会
议、教学安排……几乎没有停歇。

直到晚上学生们开始上第一节自
修，七点过，他才离开学校。

邵老师到七中已 18 年， 最忙
的时候，他曾经有一个学期身兼班
主任、三个班语文教学、年级备课
组 长 、 高 中 语 文 科 组 长 ；
2010-2012 年，他在校教两个班高
中语文、任语文科组长，兼任越秀
区的高中语文教研员，一边还当了
广州市高中语文中心组组长……

同事们悄悄说， 邵老师就像
块“压舱石”，稳稳立在校园里，在
大家需要的时候，总能看得到他。

高三（7）班，邵长思走进课
堂时，江冠廷已在讲台上准备开
始他的“三分钟演讲”了。 这是邵
老师定下的“例牌”：每节常规语
文课前， 一位同学上台发言、两
位同学负责点评， 内容自定，只
有一个限制：不能讲娱乐八卦。

江同学自选的话题是针对香
港事件， 来谈当代青年应如何爱
国、 如何参与社会事务， 言简意
赅。 点评的两位有感而发，“发表
情包也要爱国” 的金句逗得大家
都笑了。邵老师顺势接过话题，这
一堂课要讲述的重点正是议论文
中的“辩证思考，理性表达”。

不少学生的课桌上可以见到

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费孝通著的
《乡土中国》。 不是课本，但却是邵
老师的另一个“例牌”：即使在分
秒必争的高三， 一直到高考前的
五月， 他都要从每周六节语文课
里拿出一节，不讲题、不考试，就
上阅读。 比如《乡土中国》就是这
个月的读物。“我要学生们从中抽
取一篇来分析内容， 推敲作者收
集资料并论证的方法， 最后每人
从自己的观察出发， 也写一篇类
似社区中国、 小镇中国这样的文
章。 ”

邵长思总是说 ， 只要读书
多，考试分数不愁上不去。 语文
应以阅读为本位， 有了积累，应

试就好引导了，“要是让我放手
教，我能把高三语文课十个月分
出 五 个 月 用 来 教 孩 子 们 读 书
……” 越秀区教研员廖嘉亮这些
年常和邵老师搭档，非常认同他
这一点：“阅读的重要性人人皆
知，但把阅读课一直上到高考前
一个月，这样的‘险棋’，只有真
正的‘九段高手’才会用。 说服功
利主义的环境，帮学生找到适合
高三年龄和年级读的书，这其实
不仅促进个人成长，又引导他们
锤炼写作的价值观、阅读的速度
能力、 思维的灵活性和深刻性，
也 正 是 高 考 语 文 重 点 考 察 的
啊。 ”

廖嘉亮介绍，邵老师总能把
高三才接手的班，教到语文成绩
全年级最高， 特别是他教的班
2019 届高考语文平均分超过
119 分， 在区属学校中这是全市
数一数二的。

年年教高三，怎么可能回避
“应试教育”的话题？ 爱读书的邵
老师，其实也不排斥分数。“怕不
会考试？ 那我教他们考试就好
了，但循序渐进，还是尽量要往
长线下工夫。 ”

以作文为例，他每周都会给

学生布置一个常规作业： 第一
步，收集认为高考写议论文可以
用得上的三个素材， 抄文章、摘
时事或记自己的生活琐事都行；
第二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素材
的内涵；第三步，为每件素材写
三个运用方向。 这样以一年有四
十周作业计算， 学生就能积累
120 个素材、几百种运用方向，作
文不愁没东西写。

邵老师给高三学生批改作文
也有诀窍，他首先会用两节课时间
告诉学生自己的“批改密码”———

即如何按照高考评分标准（包含内
容、表达、发展等级）来分项给分。
每位学生的每一篇大作文，邵老师
会像高考评卷似的给一个分数，然
后要求组内另五个同学再分别给
这篇文章打分、 并配上两句话评
语，交叉互动。“改作文的当天，我
就不布置其他作业了，让孩子们充
分领略各种阅卷心理学，体会自己
的文章与评分标准的差距。 ”邵老
师教的 2019 届毕业生， 在广州市
的“一模”“二模”中语文的作文平
均分都达到了 48 分。

邵长思无疑是学校的王牌教
师，还是校领导，但同事和学生给
他的评价却往往是“不像教导主
任”、“不像科组长”、“不像班主
任”……他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平
等而体贴地对待他人。

吴天昊在高三的时候，情绪很
不稳，觉得班主任公布成绩排名是
侵犯隐私，产生了激烈抵触。 邵老
师就从自己的语文科开始，协调其
余科目老师一起， 都不公布排名
（想看的自己去找老师），让孩子平
静下来。 天昊是语文科代表，但自
恃平时看书多、底子好，就跟邵老
师商量是否可以不交语文作业？邵
老师一番评估之下， 竟然也答应
了，但不时“敲打”天昊，用他适应
的方式督促着。 如今，吴天昊已成
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新生，这
个选择是老师在他心里留下的印
记。

有一次在学校行政值班，一位

学生会干部违反规定，没穿校服而
是穿了班级 T 恤，还当众以“为同
学争取利益” 为由跟邵老师争辩。
他不急，也不让团委书记、班主任
批评孩子，而是自己找来校规仔细
辨正，分析到学生服气为止。 吴晓
瑛说，从来没见过邵老师跟学生甩
脸色，遇到孩子们犯错，他宁愿事
后自己在办公室生点闷气，当着面
都是和风细雨讲道理。

谢志忠说，邵老师每次到新年
级， 几乎都是教起点最低的班，他
愿意承担，更享受和孩子们一起进
步的感觉。 在张春娥的印象里，邵
老师当科组长统合全局，但回到高
三备课组又成了一位普通老师，听
从备课组长的安排，出试卷、整合
课件、 甚至数卷子这样的小事，他
都和大家一样参与。“特别是改作
业、评试卷，他从来不因为有别的
公务或有实习老师帮忙就放手，怎
么都要留下自己过眼。 ”

又一年秋风起， 这就是平凡
而又“传奇”的语文教师邵长思的
一些高三故事。

你问他， 心目中的理想教师
是什么样？ 邵老师的“民间”版回
答是：“每天快快乐乐去上课，让
孩子们听到要上语文课也很高
兴。 ”他觉得，这样的老师最幸福，
大家都开心，因为“学习虽然不是
快乐的， 但一定要带着快乐的心
态去学习。 ”

还有一个“官方答案”，是邵
老师去年获评“广东省五一劳动
奖章”时的感言：“西哲有言，真正
的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
唤醒另一个灵魂。 我向往这种春
风化雨式的教师生涯。 ”

吴天昊不改语文科代表本
色，他说，在学生们心目中，论语
里“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的话，极适合形容邵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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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切实提高辟谣信息的传播力 、
引导力、影响力，让谣言止于智者，让科
学跑赢谣言 ，“科学辟谣平台 ”8 月 30
日在京正式启动。 该平台由中国科协、
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和市场监管总
局等部门主办，中央网信办指导，全国
学会、主流媒体、社会机构和科技工作
者共同打造。 （9 月 1 日《新华网》）

网络时代 ， 网络信息泥沙俱下 ，
谣言自然也充斥其中 。 谣言止于智
者 ，但网友并非个个都是 “智者 ”，也
未必能够炼成“火眼金睛”。 打造国家
级的 “科学辟谣平台 ”，让谣言止于科
学和权威，让谣言无法得逞。

当前，中国网民规模达 8 亿多，网
络已成为公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空
间。 而网络谣言也会成为“披着羊皮的
狼”，会以各种形式各种名目出现在网
络上，稍不谨慎则可能“中枪”，也极有
可能被蛊惑。 而且由于网络谣言传播
速度快 ，影响范围广 ，社会危害也大 ，
会严重损害到公众合法权益， 扰乱社
会秩序，甚至危害到公共安全。 对于网
络谣言决不能等闲视之。

《2018 年网络谣言治理报告 》指
出 ，食品安全 、医疗健康 、社会民生等
领域是网络谣言“重灾区”。 在食品安
全方面 ，“菠菜豆腐一起吃会得结石 ”

“缺钙应该喝骨头汤 ”“大蒜炝锅引发
癌症 ” “热苦瓜水 、热柠檬水 、热鸭梨
水可以抗癌 ”“罐头食品全是防腐剂 ”
等谣言， 因切中公众对食品安全的恐
惧心理， 包装成养生常识， 通过夸大
其词、 旧闻翻炒等手段， 诱导公众陷
入认知误区。

而在医疗健康方面 ， 许多网络谣
言偷换概念， 编造科普常识， 或者用
骇人的标题引发公众恐慌。 例如，“洋
葱杀死感冒病毒 ” “植入人工耳蜗需
要开颅手术 ” “3 月将会流感大暴发 ”
“小男孩狂犬病发作学狗叫 ”等谣言 ，
都具有此类特征。 显然， 止谣需要有

科学和权威的说法 ， 才能让网友相
信 ，才能解开网友的 “疑惑 ”，从而避
免上当受骗。

对于涉及食品安全、 医疗健康等
科学方面的谣言，避免以讹传讹，最需
要用科学来确证。 从这个意义上说，开
展科学辟谣既是民心所向， 也是时代
发展的要求。 毫无疑问，“科学辟谣平
台”的权威是让人信服的，因为邀请的
专家都是 “国家级 ”的 。 “科学辟谣平
台”也是被寄托厚望的，要努力打造成
最具权威性 、时效性 、协同性 、精准性
的国家级“科学辟谣平台”。

谣言止于 “科学辟谣平台 ”，这是

值得期待的。 当然，除了辟谣者是“重
量级 ”的 ，还要做到 ：其一 ，辟谣及时 。
既然网络造谣传播速度快， 科学辟谣
的速度也不能慢， 一般情况下， 网友
看到 “疑似谣言 ”，会去 “科学辟谣平
台 ”看看 ，或是 “科学辟谣平台 ”主动
出击 ，在第一时间解开 “谜底 ”；第二 ，
辟谣要通俗易懂。 辟谣也是一次重要
的科普 ， 要力求让普通民众看得懂 。
如果科学家的辟谣是用 “专用术语 ”
来解释， 民众看不太懂， 会容易产生
诸多 “误会 ”；其三 ，即便是建好了 “科
学辟谣平台 ”， 仍然需要严厉打击造
谣者，让其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日论衡之公民问政

据河南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消息 ，8 月 30
日，河南省纪委监委对四起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
典型案例进行公开通报曝光 ， 其中包括新乡市
长垣县孟岗镇副镇长罗旭日对待群众态度蛮
横、作风粗暴问题。 （9 月 1 日人民网）

报道披露 ，2017 年 7 月 ，罗旭日在接待侯石
头庄村村民杨某 、宋某 、马某登记办理贫困户相
关事宜时 ， 直接将杨某提交的不合规申请书撕
毁，并将马某正在录像的手机夺走 ，在群众中造
成不良影响，2018 年 5 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形形色色、千奇百怪，各
地查处 、通报了不少个案 ，副镇长当众撕毁贫困
户申请书 ，表面看是态度简单粗暴 ，背后清楚地
显露出施舍心理和老爷作风，视党和政府的惠民
政策为个人施舍，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对群众
颐指气使的工具 ，一言不合就光火 ，稍不如意就
耍横。

群众提交贫困户申请书不合格 ， 且不说理
应首先检讨在政策 、 要求传达上是否准确 、到
位，即使完全是当事人原因也该耐心指导修改 ，
对极个别知识文化水平或其他原因 ， 确实难以
做到按规范递交申请书的情况 ， 还应主动帮助
或安排他人协助完成 ， 这才体现出为民的姿态
和服务的样子 ， 不由分说撕毁了之 ， 如此不耐
烦、不乐意 ，心里哪还有群众利益 ？ 还像个老百
姓的父母官？

类似情形现实中偶有所闻 ， 也无不引发群
众反感和舆论质疑 。 比如 ， 早前某地一副镇长
“强按贫困户李某头要求鞠躬道歉 ”一事就曾在
舆论场引发极大反响 。 群众误会固然有必要澄
清，执行环节滞后导致误解更应自我检讨 ，动辄
破口大骂已有失斯文 ，“还想不想吃低保 ” 的质
问，更使权力施舍的畸形心理昭然若揭 ，情为民
所系 、利为民所谋 、权为民所用的理念也就明摆
着走了调、变了样。

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理念 ， 树群众观
念 、走群众路线 ，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要求 ，也
是密切党群 、干群关系 ，确保各项事业取得成功
的重要法宝。 强按头逼道歉也好，撕毁不合格申
请书也罢 ， 如此高高在上 、 不可一世的官僚作
风，不仅有损官员自身形象和基层治理生态 ，而
且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和利益 ，使为民 、惠民政策
打了折扣 、给党和政府的形象抹了黑 ，当然为党
纪政纪所不容。

临近中秋佳节， 月饼过度包
装再次成为话题。据报道，广州限
制月饼过度包装专项整治行动 8
月 30 日启动，不合格生产企业将
被重点监管。

控制月饼包装，这是一直以
来政府倡导的做法。 监管部门强
调限制过度包装，更多的是从垃
圾分类的源头，即垃圾减量角度
出发的。 简而言之，就是希望消
费者只是吃那个月饼就够了，其
他都是多余， 都不应该提倡，更
不能成为社会风气，增加购买者
负担。

不过想深一层 ， 一个企业
卖什么样的月饼 ， 是精包装还
是简包装 ， 还真的不是完全由
自己决定的。 如果把月饼盒做
大就能远超出边际成本 ， 卖多
几倍的价格 ，证明市场有需求 ，
那么企业的包装冲动是压不住
的。 相反，如果企业目标定位错
误 ，一味模仿大包装 ，结果做多

错多 ，不用政府去监督 ，这种月
饼 也 只 能 留 给 企 业 自 己 消 化
了。

在市场自由竞争之下，商家
在选择月饼形式上，追求的其实
是如何突破。 因此，有一定品牌
的月饼，最终呈现出来的往往就
是礼盒型的。 这种礼盒非常明显
地体现了中秋节作为社交的属
性，商家千方百计通过创新设计
来提升送礼者的档次需求。 至于
包装 ， 也从当年纯粹的土豪包
装，转变成功能性式样。 比如搭
载名茶 、茶具 、酒杯甚至相关的
文创用品等等。

如此一来， 其实就会给市场
监管带来不小的难度。 因为压制
有水分、假大空的礼盒容易，但是
要割舍产品跨界搭配， 却不是那
么容易一刀切的。 因为并没有规
定禁止卖月饼不能同时搭载蓝牙
鼠标或者进口红酒。至于企业，其
实也是有风险的。 因为它需要在
自用型和社交型两个细分市场上
平衡，物美价廉简包装的，销量大
可能不赚钱；但是礼盒丰富、很上

档次的，也可能市场太窄，售价太
高没销路。

所以， 要理解月饼过度包装
问题， 还是得尊重市场的真正现
状。 企业不会清晰告诉消费者和
监管者该产品是用来自己吃还是
用来送人的。 但是购买者自己都
是会选择的， 而且也基本不会被
陷入无从选择的境地。 通过市场
大浪淘沙式的选择，究竟是裸售、
散装、纸盒还是铁盒、竹盒好，消
费者自会均衡其得失。 实在华而
不实的包装产品， 可能也是最容
易被忽略的。

可以说， 政府多年提倡的环
保、减量、节俭，这种观念已经逐
渐深入人心。响应减量，企业也会
在包装上推陈出新， 跟随时代的
审美而变化， 但不排除有些环保
材料本身就价格不菲。 因此监管
本身也需要不断修正，与时共进。
至于土豪式、无创意、山寨式的包
装，只会被一
部分人接受，
其 实 是 无 须
多虑的。

撕贫困户申请书背后
是权力施舍观

□范子军 让谣言止于科学和权威

限制月饼过度包装 市场选择或更见效

耀 琪

□王军荣

邵长思：
流流水水的的高高三三铁铁打打的的老老师师

羊城晚报记者 邓琼 实习生 赵乐群

他年年坚守高考临战“火线”，是学校
的王牌；他是温和的素质教育倡导者，又能
带领一届届学生创造“应试”传奇；他是教
育部统编新教材语文科编写组仅有的四位
广东“园丁”之一

A 他带的班，年年语文高考年级第一

B 他像块“压舱石”，稳稳立在校园里

C 高手行“险棋”，把阅读课上到高考临战前

D 做足长线工夫，也教学生高分秘笈

E 他从不疾言厉色，永远平等体贴待人

F 他认可的教育：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课课堂堂上上的的邵邵长长思思 羊羊城城晚晚报报记记者者 宋宋金金峪峪 实实习习生生 刘刘文文慧慧 摄摄

漫话
漫画

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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