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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从 6 月中旬
开始， 课本资料回收的生意行
情看好，交易量暴涨，有的门店
至少翻了两倍。 杭州一家废品
回收店的老板称，“有人一下卖
了 100 公斤……由于生意太
好，我们最近都不上门回收了，
需要顾客自己运到店里来卖。 ”

“顾客中很少按学期、 学年卖
的，大多都是攒了 3 年、6 年，甚
至还有攒了 12 年的，等孩子毕
业才一起来卖掉。 ”

一大摞的纸质印刷品，对
于一个家庭来说，如不及时处
理掉，确实存在相当程度的保
存困难。

应该说，不愿过多保留纸
质书， 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事。
多年来，随着电子书的普及和
商品房的广泛销售，特别是对
于城市居民来讲，买书和藏书
越来越成为一件繁琐和奢侈
的事情。 说它繁琐，是因为纸
质书籍、 印刷品既不易储存，
也不便于查找资料信息，除满
足个人某种鉴赏兴趣外，纸质
书同电子书比较起来优势不
大。 说它“奢侈”，是因为有的
城市商品房“寸土寸金”，上万
元、数万元一平方米的房产用
来摆放书籍，如果仅是一两个
书架或许还好，但过多的书必
然占据较大的空间，就多少让

人肉疼了。
家长选择卖掉孩子用过的

课本资料， 大概也是出于同样
的原因。 有的网友提出异议，
“小孩子的书不能卖 !卖了书就
是把知识流出去了， 卖书会读
不出书。 ”可是这种主张，究竟
有无道理呢？对此，有网友从不
同角度进行反驳，“人家每年都
卖掉的，结果还是上了浙大。 ”

“家里把课本留着没卖，但孩子
考试成绩也没见得好。 ”

从常理判断， 孩子每个学
期都在学习新的知识， 用过的
书本资料是没有必要再去翻看
了。家长留着它们，主要是考虑
给孩子的学生时代留个念想。
然而，这个念想要留多久？孩子
自己想不想通过旧课本来保存
回忆呢？ 我们现在问参加工作
的成年人， 恐怕不会有几人还
留着学生时代的课本， 并且也
不会觉得这些纸质书能够帮助
他们追忆少年时代……

真正能够帮助人们留住念
想、追忆少年时代的，当然不是
课本， 而是曾经那段美好充实
的生活学习经历。 家长想为孩
子的学生时代留个念想，
关键是关注孩子的成长
过程，引导他们在学习上
找到兴趣，在生活上逐步
走向独立，帮助他们拥有

健康的体魄和健全的人格。 这
些因素加在一起，才是孩子今后
得以温情地怀念自己学生时代
所必需的条件。 相反，如果孩子
在学生时代就被机械僵化的应
试教学和家庭氛围给倒了胃口，
那么即使留着课本，孩子长大了
再看见它们也是添堵。

无论过去还是今后，家长处
理掉孩子不用的课本资料，都是
一个几乎必然要做的选择。 能
把这些课本资料一直留着的，肯
定是极少数。 正如那位回收店
老板所说， 人们往往不会按学
期、 学年卖， 大多是攒了若干
年。 这样看来，也许可以说，所
谓留个念想，也包含着家长在一
定操作范围内，为孩子“寄托祝
福”———家长希望孩子学业不断
进步， 一时不舍得处理这些课
本资料， 所以要等到小学、初
中、高中毕业的时间节点到来之
时，确认以前的旧课本再无用处
了，才会选择卖掉。 常言道“可
怜天下父母心”，明知孩子不用
了也要多留几年这些旧课本，
我想也是对这句老话的一个小
小的注脚。 ①2

毕业后，课本要不要留作纪念
□皮波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脾气和嘴巴不好，心地再好也只算
是打七折的好人。

●无力改变大环境，那就改变小环境。
●你不能决定太阳何时升起，却能决

定自己何时起床。
●成功的人可以无数次修改方法，但

绝不轻易放弃目标；不成功的人改目标，
就是不改方法。

●世界上唯一可以不劳而获的是贫
穷，唯一可以无中生有的是梦想。

●做事情不要斤斤计较，“红先黑后”
并不意味着吃亏。

●干事业要像“卒”，虽然走得慢，但
是不会退缩；遇到机会要像“车”，果断利
落，从不畏首畏尾；办事说话要像“象”，
总有一条线不可逾越，即使那边风景再美
好；面对挑战要像“帅”，生死关头仍然不
紧不慢从容面对。

●事不三思总有败，人能百忍身无忧。
●任劳容易任怨难，耐劳容易耐烦难。
●低头是人生的上坡路，抬头是人生

的下坡路。
●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前方的路

有多么崎岖不平，都要比站在原地更接近
幸福。

●没有一劳永逸的开始，也没有无法
拯救的结束。

●以平常心做人，以进取心做事。
●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一次挫

折也荒废不了整个人生。
●如果心中没有阳光，双眼就只能看

到风雨。
●志向要远些，目标要近些；选择要

远些，行动要近些。
●人真正的财富， 不是能够拥有很

多，而是能够克制自己的欲望。
●把每一次失败都归结为一次尝试

而不去自卑，把每一次成功都想象成一种
幸运而不会自傲。

●若想赢得成功的喝彩，就要勇于承
担失败的责任。

●人生勿用悔恨充填，生活别用无聊
度过，日子忌用松散迎接。

●君子如水，随方就圆，人生无处不
自在。

●“跳槽”一定要有“跳楼”的狠心，还
要有“跳水”的技巧，最好还要有“跳蚤”
的灵活。

●当你阻碍别人前进的同时，无疑也
断了自己的后路。

●社交的秘诀，不是讳言真实，而是
讲真话时不激怒对方。

●强者谦虚、安详、自信，弱者骄躁、
吵闹、气急。

●人生的日子都是越过越少，剩下的
日子都是越来越重要。

●用理想和信念来武装自己，用安然
和宽容来对待别人。

●再艰难的事情都有一个开始，再美
妙的感觉都有一个结束。

●相信自己有福气， 但不要刻意追
求；相信自己很坚强，但不要拒绝眼泪。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

编著的《精粹语言汇编》

探寻历史脉络、 走进自然
学堂、体验文化魅力……当下，
研学游正迎来火热的“暑期
档”。 但有不少家长吐槽称，一
些打着“教育”幌子的研学游，
最后却止于“到此一游”。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主打
寓教于乐的研学游， 强调学生
的亲身参与和观察， 同时通过
集体生活的历练， 拓展认知思
维，培养实践能力，因而被视为
素质教育的“第二课堂”，近年
来颇受追捧。数据显示，2023 年
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超过 1600 个， 预计 2026 年
中国研学游学整体市场规模将
达 2422 亿元。

市场繁荣的另一面，是行
业的浮躁： 有的走马观花、游
而不学，“花几千元报名 ，不
如自己带孩子玩一圈”； 有的
价格虚高、 愁坏家长，“月入
一万不够孩子研学游 7 天”；
有的货不对板、 粗制滥造 ，

“名师讲座”沦为“与名校门合
影 ” ……一些机构动辄打出
“让孩子先一步感受世界”的
旗号，宣称“父母的眼界往往
决定了孩子成长的天花板”，
却连基本的安全都难以保障。

研学游 ，首先是“研学”，
其次才是“游”。 研学游的设计
要遵循教育规律，不能徒有其
名， 实则和旅游没什么两样。
作为一种探究式学习，它应该
包括创设情境、 提出问题、收
集材料等基本框架，需要前期
科学开发课程、 规划路线，后
期根据反馈不断优化，而不是
一哄而上、一锅乱炖，搞“一锤
子买卖”。 正如有业内人士表
示，研学导师不是导游的“翻
版”：“导游的知识点是割裂的
和碎片化的，而研学导师需要
逻辑来联系不同环节，引导学
生思考问题的答案。 ”

让研学游走深走实， 有赖
多方发力。 一是“凝共识”，研

学游背后横跨文旅、教
育等部门，还须明确监
管边界； 二是“立规
矩”， 不断完善行业标
准 、评价标准 ，加强资

质审核和信誉管理；三是“补短
板”，改变“旅游专业的不懂教
育，教育专业的不懂旅游”的局
面，筑好人才“蓄水池”，才能让
“草台班子”无空可钻。

“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
学校。 ”从目的地来看，博物馆、
红色景点是研学游的重要组成
部分，有着天然的资源优势。 7
月 1 日， 国家文物局就发文指
出， 要引导观众通过正规渠道
参与研学活动，暑期重点场馆、
热门场馆可适当延长开放时
间。 相关单位不妨主动作为，强
化馆校合作，增加优质供给。 值
得一提的是， 省文化和旅游厅
将开展“请到广东过暑假———
2024 粤博假期·夏日知旅”系列
活动， 全省博物馆将策划推出
204 项教育和研学活动。将研学
纳入公共服务， 助力旅游强省
建设，可谓正当其时。

说到底，“知行合一” 是教
育本质，“研” 行不一并非市场
正道。 毕竟，研学游不仅仅是一
种形式， 更是一种理念。 一味
“卷价格”“拼话术”， 只会把自
己的路走窄， 与公众期待渐行
渐远。 ①2

研学游不能游离教育本位
□钟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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