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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让学生当众销毁手机，这样的教育有效吗？

编者按：

最近爆出的学校以锤砸、水泡等方式销毁学生手机的新闻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对学生进
行管理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处置学生的手机等私人财物。学校当众销毁学生手机的做法简单粗
暴，涉嫌违法，折射出教育手段的单一和教育思维的停滞不前。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手机，做
到趋利避害,美丽的梦想不能因手机而破碎。用理智合法的方式解决问题，用科学方法培养学
生的自律能力，用教育智慧培养学生更多的兴趣爱好，帮助学生走出误区，去发现、去探索、
去感知更大的世界，这才是教育工作者应有的追求。

让学生当众销毁手机，这样的教育秀当休矣
题目即观点，表明批
判态度。

①近日，一个有关 5 名中学生当着几千名师生的面将自己的手
机丢进水桶里销毁的视频引发热议。事后，校方回应称，学生销毁
手机系自愿，家长也支持。其实，这类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从
事后不少网友和家长表示“支持”的社会观感来看，类似事件仍将
继续出现。也正因此，有必要强调指出，这种做法本身是反教育而
非教育。

开篇以学生当众销毁
手机事件引出教育的
话题。

②对于视频中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一些校长、教师和家长都
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有效”。然而，他们对于有效的认
识是存在问题的。当众销毁手机这种做法可能对解决眼下学生偷偷
玩手机的问题有效，可能对迫使学生专注学业、提高成绩有效，可
能对扭转孩子对家长和老师要求不服从的状况有效，但是，这种做
法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不会有效，在另外一些似乎看不见却又更加
重要的方面也会无效，甚至对学生以后的健康生活产生无法弥补的
伤害。

③就这则视频中的事件而言，有人看到的只是 5 名学生的 5 部
手机被销毁，但对于被要求目睹整个过程的几千名学生来说，他们
受到的却是“尊严不重要”的教育，传递出的是“人的尊严可以被
如此无视”的错误导向。更严重的是，这可能导致在场的几千名学
生，在面对别人尊严受到伤害的情形下采取选边站的漠视态度，这
将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产生错误的影响。此种观念一
旦形成，还将对学生追求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构成阻力，让部分
学生难以创造和享受健康生活，并产生一些社会问题。

危害一：当众销毁手
机将对学生的情感、
态度、价值观方面产
生错误的影响。

④学生违规，自然需要接受相应的惩罚，但这种批评教育不能
突破尊重底线，而且销毁学生手机涉嫌侵犯他人财产。以涉嫌违法
的手段解决学生违反校规的问题，轻重颠倒，也无怪乎有人忧虑其
会对学生造成错误示范。任何育人手段，首先都要遵循育人的逻辑，
选择限制学生使用手机的手段时也应尽可能对育人有益无害。如果
教育后涉事学生已经认错，似无必要再演一场“当众销毁手机秀”；
如果教育后学生自律问题仍未解决，当众销毁手机就属于被迫所为，
不仅几乎没有教育价值，反而具有较高风险。

⑤相关调查表明，当下难以根治的校园欺凌，其主要根源之一
来自成人社会的暴力倾向和行为对未成年人的影响，“一伸拳头就
有效”的方式使得一部分未成年人从欺凌别人中获得快感、成就感、
威严感，同时也染上长时间难以消除的不利于健康成长的“病毒”。
这种不健康的心理，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和条件，就会演变为欺凌
行为，造成悲剧性后果。

危害二：用当众销毁
手机这种涉嫌违法的
手段解决学生违反校
规的问题会对学生造
成错误示范。

⑥简而言之，当众销毁手机无论其方式和过程经过怎样的“精
心设计”，暴露出来的依然是教育上的急功近利、简单粗暴，表面
看短期有效、局部有效，实则长远有害、整体有害，在“工具”意

当众销毁手机暴露出
教育上的急功近利、
简单粗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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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是有效的，而在“育人”目标的实现上带来的更多是伤害。

⑦教育智慧，再怎么频繁提及都不应嫌多。教育是艺术，应是
优雅的，应遵从人性、以人教人。教育的更高目标是立德树人，只
有以养成健全人格的方式开展和进行，才算是更好履行了教育人的
职责。

重申论点，号召勉励。

来源：11-04《光明日报》作者：储朝晖

【时代警语】
教育是艺术，应是优雅的，应遵从人性、以人教人。教育的更高目标是立德树人，只有以

养成健全人格的方式开展和进行，才算是更好履行了教育人的职责。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阅读下列文段，完成后面的问题。

对于视频中这种简单粗暴的做法，一些校长、教师和家长都认可，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
“有效”。然而，他们对于有效的认识是存在问题的。当众销毁手机这种做法可能对解决眼下
学生偷偷玩手机的问题有效，可能对迫使学生专注学业、提高成绩有效，可能对扭转孩子对家
长和老师要求不服从的状况有效，但是，这种做法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不会有效，在另外一些
似乎看不见却又更加重要的方面也会无效，甚至对学生以后的健康生活产生无法弥补的伤害。

文中画线的句子可以改写成：“这种做法对培养一个健全的人肯定无效，在另外一些似乎
看不见却又更加重要的方面也会无效，甚至对学生以后的健康生活产生无法弥补的伤害。”从
语义上看二者基本相同，为什么说原文表达效果更好？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假如你们班上有一名同学经常玩手机，上课精神不振，学习成绩下滑。老师让你以班干部
的身份和他交谈，劝告他远离手机，专心学习，你会怎么说呢？请把你的谈话内容写下来，不
少于 5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陕西省大荔县城郊中学 常艳）

【相关链接】

让学生当众销毁手机，粗暴的教育背后是思维的懒惰

近日，河南某学校让五名学生在几千名师生的注视下将手机丢进水桶里销毁的视频引发

热议。据校领导解释，学生所带的手机入校后必须交给教导主任，假如被发现悄悄玩，便会引

导学生进行销毁。有网友质疑“学校是教孩子知识和规矩的地方，如果学校本身任意妄为，谈

何教育”，还有网友表示支持“如果孩子天天沉迷手机，学校不动手，家长也会没收”。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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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校回应称，销毁手机的行为是学生自愿且家长支持的，不存在争议。

可以料想，学校此举的初衷是好的，一方面出于遏制违规学生再犯同样错误的想法；另一

方面以儆效尤，对其他学生起到警示作用。然而，比起期待中的积极效果，销毁手机的“后遗

症”似乎更大。一台手机动辄上千元，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家长真的能平

心静气地接受一个月的工资付诸东流吗？学生真的会对学校的处理方式心服口服吗？学校所

强调的“自愿”“支持”态度恐难令人信服。

有人说，“一切教育当中，最有效的教育应该是深入心灵的教育”。要想深入人心，解决

问题时就要善用教育智慧润泽学生的思想。学校在众目睽睽下损毁学生物品，是否考虑过维护

学生的尊严？粗暴地解决问题，极易给学生留下负面记忆，从而影响学生未来处理问题的方式。

在众多的教育方式中选择了技术含量甚少的“销毁”来教育学生，恰恰体现了学校和家庭教育

手段的乏力与单一，背后是思维的懒惰在作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教育管理上，与其强硬的“堵”，不如柔和的“疏”。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学生接

触手机等电子产品是不可避免的，因噎废食既不明智，又有可能转嫁矛盾，进一步扩大问题。

学校可以因势利导，对于手机进校园保持开放态度，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充实学生课余时间；

严禁手机进课堂，明确规定手机的用途、使用的时间。家长的言传身教可有效转移手机对孩子

的吸引力，比如和孩子一起看书，营造浓郁的阅读氛围；陪孩子开展户外运动，强身健体的同

时增进亲子情感。

教育从来都是一件急不得的事情，“立竿见影”“急功近利”不应该出现在教育当中。让

教育的涓涓细流一点一滴渗透进学生的心灵深处，才能给予学生成长的力量。

（来源：2020-11-06《教育家》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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