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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友提供的一张成都某中学学籍处分图片显示，一

名高二学生李某因其实施了侮辱、威胁、伤害老师的行为，学校

经研究决定给予其开除学籍处分。对此，成都市教育局回应

称，学生违反相关法规，学校有开除学生的自主权。

根据处分决定以及媒体网友披露的情况看，当事学生侮

辱、威胁老师，向老师泼开水，是非常严重的伤害他人行为，而

且其属于高中阶段的学生，学校根据情节和相关规定作出相应

的处分，并没有违反法律的规定。

学校正常的管教行为，之所以成了新闻，是因为一段时间

以来，“好好先生”似乎成了教育的面孔，学校在如何对待惩戒

问题上态度过于谨慎。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家长积极

维权以及社会的呼吁下，体罚学生问题得到了很好地解决，老

师体罚学生会受到处分，甚至可能被开除。但与此同时，也带

来了新的问题：还要不要惩戒学生？什么样的处分行为才算合

理合法？

面对层出不穷的校园维权纠纷，老师们有很多顾虑，怕把

握不好尺度：说轻了无用，反给学生留下老师软弱的印象；说重

了又怕学生反弹，更怕家长“闹事”。学校和老师纷纷选择当起

了“好好先生”。

2020 年 9 月，教育部审议通过《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

行)》以后，从法律层面明确了学校老师的惩戒权，情况有所好

转，但谨慎之风并没有大的改变，教育仍然没走出不敢惩罚的

误区。

面对学生犯的错误，甚至是违法违纪行为，瞻前顾后、顾虑

重重，这显然不是教育的本意。事实上，社会反对的是体罚学

生，但对采用合理手段引导学生向上向善的支持一直没有改

变，对尊师重教、保护老师的支持也一直没有改变。惩罚也是

教育的一部分，只不过需要采取更文明更合理的方式，划定边

界，区分合理范围，既保护学生，也保护老师。

成都某中学此次对学生的处分合不合理、合不合法，已经

由教育主管部门作出了判断。家长如果觉得处罚过重，可以提

出申诉，必要时也可以诉诸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

只有表扬没有惩戒的教育应该尽快翻篇。教育需要一定的宽

容空间，也需要维持教学秩序，维护老师正当权益，实现教书育人

的目标，该硬气时学校就该硬气一点，社会应该支持学校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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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高考期间，那些“意外新闻”又毫无

意外地发生了。丢了准考证、忘带身份证等

新闻再次出现。除此之外，今年还出现了监

考老师忘带监考证的情况。不法分子转发

丢失准考证的信息进行诈骗的事情，也是年

年上演。

当前，针对考生丢失准考证、身份证的情

况，解决方式一般都是民警及时介入帮忙找

回。实在找不到的话，有的地方是监考员用

考场座位核对单与考生本人核对，如相貌相

符，先让考生参加考试，后面重新打印准考

证。也有地方设立了高考服务站，可以当场

打印临时身份证明。虽然这些意外最后大多

都有惊无险，但过程却耗上了一定的社会资

源，也影响了考生的状态和心态。

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不断有人呼吁，高

考入场可以通过“电子化”的方式进行。这样

做的好处，不仅可以让考生不再因为证件丢

失等意外而产生困扰，减少因此引发的混乱

和不便，还能提高高考入场的效率，更好规范

入场秩序。

现实中，有些地方早已开始相关探索和

尝试，包括北京、武汉等地。考生可在现场通

过人脸识别系统进行信息查验，即使忘记携

带身份证也能进入考场顺利考试。也有地方

在高考体检等方面，通过手机“刷脸”查验身

份，全程无纸化操作。这些探索和实践，都足

以说明，从技术层面看，高考入场全面实现

“电子化”并不难。

至于具体实施，要稳步推进。一开始，可

以实行“电子化”和“纸质化”并行的方式，考

生还是要带身份证和准考证，但如果没带，就

可以刷脸入场或者刷指纹入场。这一阶段扎

实推进后，等待相关条件进一步成熟，可以向

高考入场全面实现“电子化”的阶段发展，即

完全不用带身份证、准考证，就可以刷脸入场

或者刷指纹入场。当然，还要做好“B 方案”，

防止“电子化”的瞬间失灵，影响考生入场高

考。

技术进步的本质追求，就是要更好地为

人服务。而在高考这件事上，目标管理的要

求只有两个：一个是考生能够更方便顺利参

加考试；另一个便是保证高考的公平与公

正。任何用于高考的技术，都要遵循这两

点。就实际而言，除了人脸识别、指纹识别技

术外，用无人机捕捉无线电信号、用人工智能

监考等，都可以进一步推广和落地，让技术更

好赋能高考，为高考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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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出现多起涉嫌欺诈的案例，它们以接明星、与艺

人约饭为由，高价收取“入场费”。

有媒体报道，某账号从今年 5 月初开始，在某短视频

平台上发布多条视频，称花 600 万元可以和张颂文一起

吃饭，花 3000 万元则可以和肖战、蔡徐坤、张艺兴等人吃

饭，吃饭时长为 2 个小时。如果诚意足够的话，价格也可

以再谈。

无独有偶，据网络流传的照片显示，北京一酒店宣

称，只要支付 30 万元/位的餐位费，就可以与梅西共进晚

餐、合影留念。对此，“平安北京”官方账号发文，提醒网

友注意不要上当受骗。而同样是与梅西共进晚餐，到了

前文提到的这家公司，开价就达到了 5000 万元。估计梅

球王都想不到，自己的身价能如此跌宕起伏，比过山车还

刺激。

在娱乐圈，这种纯陪吃的饭局或许存在，但鲜闻有一

次收取几百万甚至几千万费用的陪餐。也难怪网友们评

论：这样搞笑的事，居然有人信？就算有人敢发，也有人

敢信？

据报道，该账号所属公司在 2021 年还曾因发布虚假

广告，被上海市宝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多位明星

经纪人认为，这很可能是骗钱或吸引眼球的噱头。因为，

无论是艺人本身，还是其签约的经纪公司，尤其是本身就

有多个品牌代言的一线明星，要考虑到社会形象、安全等

多方面因素，一般不会接受这种饭局邀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巨额的开价，利用的都是大家对

明星的崇拜和向往，一些人或许会因为追星“上头”、虚荣

心作祟等因素，掉进诈骗者设计的陷阱。还有一部分人

或企业，纯粹为了博取公众眼球进行炒作，借此抬高自己

的形象门槛，为今后开展其他的经营或业务进行铺路。

据悉，对于某账号的宣传炒作，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已经介入调查，估计事情真相马上可以水落石出。对

于广大粉丝来说，抵御“星光”骗局最根本的方法，还是要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哪怕你喜爱明星，也要以正常的途

径与其接触和互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只要你不被“星

光”蒙蔽了双眼，这样的骗局就不会轻易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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