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辽宁， 一所大学女教授不仅用罐头瓶
子喝水， 还用塑料袋当包， 学生看到她节俭的模
样很惊讶， 便忍不住将这一幕记录下来， 引起了
人们的广泛关注。

点评： 大学教授， 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引领
者， 其言行举止一直备受关注。 这位老师的行为
再次向人们展示了 “腹有诗书气自华” 的真正含
义， 女老师精神富足自信的样子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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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9月14日， 山东。 奶奶年纪大了不能一个人
照顾爷爷， 孙子为长期照顾瘫痪的爷爷， 在自己
生活的城市租了房子把爷爷奶奶接来。 为爷爷洗
澡、 收拾……孙子扛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点评： 真是一个有孝心的孙子， 爷爷奶奶没
白疼。 孙子照顾爷爷的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
孝心无限。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 干活之余， 延
大海经常拿起毛笔挥毫泼墨， 一笔好字惊艳众人。
延大海从小酷爱书法， 但很早就辍学回家务农。
虽然他后来成为一名电焊师傅， 但他的毛笔从来
没有放下。 他还经常把自己的书法作品赠送给邻
里亲朋。

点评： 有网友评论 “这是一个被电焊耽误的
书法家。” 但小编却觉得这是一位接地气的书法
家， 双手既能担起生活的重担， 又能安放自己的
灵魂， 很棒。

近日， 在沙特阿拉伯王国利雅得召开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 将
中国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列入 《世界
遗产名录》，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增至57项 。 “普
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是保存最完整、 内涵
最丰富的人工栽培古茶林典型代表 ， 由5片古茶
林， 9个布朗族、 傣族村寨以及3片分隔防护林共
同构成， 至今仍保持着蓬勃生命力。

点评： 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景迈山
古茶林成功申遗， 再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
力， 让世界看到了美丽中国的涤厚底蕴。

近日， 孩子磨磨蹭蹭， 一会搬动椅子， 一会
停下笔发发呆， 妈妈坐在一旁盯着他， 眼里都快
冒出火来。 随后， 妈妈说话的声调提高了不少，
就连旁边的狗狗都能感受到妈妈内心的焦虑与愤
怒， 正当妈妈想要发飙的时候， 原本安静蹲坐在
一旁的小狗伸出了右前爪， 轻轻地挠了挠妈妈的
大腿。

点评： 小狗真是一瓶很好的 “灭火器”， 成功
地浇灭了妈妈即将飙升的无名火， 给正在作业的
男孩换来一片安静， 让画面变得母慈子孝。

陪孩子写作业 妈妈欲生气
狗狗现场灭火

大学教授用罐头瓶喝水
精神富足的样子很美

工作时焊花四溅
休闲时挥毫泼墨

孙子照顾瘫痪爷爷
有一种爱叫隔辈亲

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中国世界遗产数量又增加一个

“学习困难”不应是
简单的即时贴

有关中小学生的学习困难问题总会成为社会
热议的话题。这不，前段时间“学习困难”门诊在多
地一号难求的新闻， 让众多的人为之瞠目。

据媒体报道说， 在这个暑假 ， 多地医院的
“学习困难” 门诊迎来就诊高峰， 周末人也不少。
在日常生活中， 有的家长无法判断自己的孩子是
否存在 “学习困难”， 有的认为学习成绩不理想
就是 “学习困难”， 也有的家长希望通过医生的
帮助提高孩子学习成绩。 不少家长表示为挂上号
常常提前蹲守着手机， 但仍 “一号难求”。

目前来到 “学习困难” 门诊求助的孩子大多
处于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 虽然孩子刚进入小学
阶段， 初步接触系统性教学， 但学习能力和习惯
落后于同龄人的现象尤为让家长担忧。 可见， 学
习困难常见于学龄期孩子， 小学阶段尤为突出。

我曾看到过一篇报道， 很多家长听说当地医
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欣喜若狂，以为只要是孩子
学习有困难， 就去医院看病， 希望医生帮助学生
提高成绩。 更有甚者， 有的孩子考试经常在90分
上下， 也被家长送来求医， 因为没有考到100分。

众所周知， 人在求学阶段， 常常会出现学习
成绩高低起伏的问题， 有的学生是偶尔学习成绩
不行，有的则是一直学习成绩不好，被归入差生行
列。其实，孩子的学习问题是一个综合问题。比如，
很多被归为差生的学生，并不是智力问题，而是学
习态度不端正，不想学习，只是贪玩或者沉迷网络
游戏。 而那些虽然刻苦， 学习成绩依然上不去的
学生， 有的是学习方法有问题， 极为个别的是心
理、 生理有些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 各地医院纷纷开设 “学习
困难” 门诊， 是医学的一大进步， 为有心理残
疾、 智商上有缺失的学生， 打开了更多通往探求
知识的大门。 但需要警惕的是， 并不是所有的问
题都适合该门诊， 家长尤其需要提前进行评估。

专家介绍， 对 “学习困难” 的界定， 目前医
学界尚未达成一致， 因为造成学习困难的原因比
较复杂， 有可能是智力问题、 视听感知觉异常、
神经功能损害， 也有可能是家庭因素、 情绪因
素、 环境因素等不利因素等造成的学习不良综合
征。 但从狭义上来说， 是指特定的学习障碍， 包
括了阅读障碍、 书写障碍和数学障碍。

“学习困难” 还只是一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
学科， 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进行， 将有更多的青
少年成长发育的认知问题得到澄清。 眼下， 有些
家长本身性格就有缺陷， 在子女教育中， 缺少耐
心和专业， 把子女学习成绩不好， 一概归罪于子
女有问题， 需要到 “学习困难” 门诊就医。

比如， 有的家庭给孩子安排的学习负担太
重， 没有运动和玩耍时间。 我就见到过一个家
长， 她欣喜地告知别人， 自己的孩子每天每个小
时都被精准地量化， 全是各种补习班， 根本没有
安排玩的时间。 此外， 有的家庭学习环境比较嘈
杂， 孩子很难安静地投入学习。 有的家庭对子女
期望值过高， 一旦考试没有达到满分， 就暴跳如
雷。 时间一长， 子女容易产生厌学情绪。 还有的
家长， 喜欢和周围的同事去攀比， 总认为自己的
孩子不如别人， 每天打击孩子的积极性、 创造
性， 爱打骂孩子， 最常说的就是 “你是个笨蛋”。
试想， 在上述的家长行为中， 孩子能喜欢学习
吗？ 这样的家长， 其实最应该看心理门诊。

可见， 对少年儿童的学习成绩不理想， 绝不
能一刀切， 以为学习成绩不好， 就得看 “学习困
难” 门诊。 把学习成绩不好， 都贴上 “学习困
难” 病的标签， 不但缺乏科学依据， 也会让更多
的少年儿童丧失学习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