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包包VVSS公公德德 孰孰轻轻孰孰重重？？
“中学生集体不让座”引激辩

开脱方：

让座不是义务。大河网网友“风雨无阻”

指出：让座不是义务。一些不方便的人群比如

老人、孕妇，去坐公交车之前就应该有思想准
备，指望别人让座本来就是不公平的。用素质

和道德这样的字眼，去胁迫别人让座，不大合

适。

不是不想让，是太累了。南京第九中学的

学生陈峰说：“我们有时太累了，整天早起晚

睡地学习，精神萎靡，书包又重，如果在公交

上挤来挤去弄得头晕，会影响一天的学习效

果，而两手空空的老人早晨锻炼的时候劲头

比谁都大，为什么让我们给他让座。”

多元社会应该有多元价值观。网友“暖
春”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多元的世界，价

值多元，选择多元，原来不让座是不对，现在

不让座也有道理，对与不对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

老人挤占了公交资源。网友“青衣江中

水”指出：高峰期乘公交车的老人太多，挤占

了本应属于学生和上班族的公交资源，不仅

使公交车更为拥挤，也给年轻人出了要不要
让座的难题。

群文化心理影响。高一女生李媛惠说出
了她的尴尬：“我犹豫过也想让座的，但是有

点不好意思，我旁边的同学都没让座，其实让

座也需要脸皮厚、胆子大。”

批判方：

中学生存在道德风险。《北京晨报》在评

论中指出：让不让座还只关系到义务和公德

的问题，而学生借机发泄对老人的牢骚和不

满，就暴露出了当今中学生极端自私、以自我
为中心的心理问题和道德风险。

孩子们的极端冷漠和自私让人心惊。《北

京晨报》在评论中还指出：给老人和孕妇让座
不是基于谁更累的考虑，而是着眼于人身安

全。老人和孕妇更容易在公交车的行驶和急

停中因站立不稳而摔倒，而年轻人反应机敏，

自护能力强，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年轻人给

病残者、老人和孕妇让座是出于人道关怀和

着眼于生命保护，然而许多中学生无视这点，

竟能旁若无人地在座位上“听MP3装傻”，这

是一种极端自私和冷漠的行为！

价值多元化不能成为忽视道德约束的理

由。一网络责任编辑李先生说：文明礼让是一
个健康人的基本素质，这是应当从小抓起的

社会规范。任何“价值多元化”之类的口实，都

凸显其极端自私自利的一面，凸显其浅薄的

本质，我们决不能让这种“价值多元论”污染

民族美德、人类美德、社会公德。

逃避社会责任。网友“雕刻时光”觉得那

些提出让老年人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期观点的

人更像一只“披着羊皮的狼”，因为害怕道德

选择，所以就要求行为对象不要制造道德矛

盾，这无疑是在逃避社会责任。

“中学生不让座的行为可以被理解，却

不能宽恕他们对不让座行为心安理得的态

度，更不能放任其反道德行为的高调与洒

脱。”鲁东大学教育系主任张香兰博士指出。

张博士分析说：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

美德，主动让座在我们的道德传统中已经是
一种常识性的义务。然而这些家长和学生为
自己申辩的时候却那么振振有辞，不禁让人

感到吃惊和羞愧。原本无需争论的问题现在

却成了议论的焦点，这说明人们加剧了对道

德滑落的担忧。现代社会中，开放多元的社

会状态给人们带来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但也
带来了许多颠覆性的怀疑乃至狡辩。这些争

论，貌似为个人权利争辩，实质是为求一己

之私利，回避主流价值的要求，逃避公民应

尽的社会责任，忽视社会道德基本准则的约

束。若人人都以自利为基点，要求社会理解
个体的“累”或“不得已”，那么社会秩序还靠
什么来维持。所以我们对这种为一己私利逃

避社会责任的行为应该持批评态度。用正确

的舆论导向让他们认识到自己错误的行为，

引导他们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

“虽然我们对‘中学生集体不让座’的问
题持批评态度，却不应该对学生一味指责，

而更应该看到事件背后的隐忧：是什么造成
了孩子们如此自私冷漠？课业压力重、内心

缺乏敬老意识只是问题的表象，我们更应该

去探究其深层原因，并帮助孩子解决这些问
题。事实上，造成一些学生自私冷漠心理的

深层次原因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美德教育的

缺失。”张博士这样告诉记者。

家庭美德教育缺失。现在的家长过度注
重学生的学习成绩，根本不在乎孩子怎样去

做人，教育孩子“不吃亏”的理念，对孩子过

分溺爱使孩子养成自私自利，以自我为中心

的坏习惯。

学校美德教育缺失。学校总在说素质

教育、学生减负，然而在一切以高考为中心

的应试教育大环境下，素质教育的声音却

显得那么无力。学校升学率、教师教学成绩

和优秀班级的评定基础一直是学生的分

数，孩子在学校里受到的最实惠的教育就
是好好学习，拿个好分数。学校美德教育已
经微乎其微，即使有点，也统统都是形式主

义，根本难以让学生入心入脑。学生已经变

成了学习机器、分数奴隶、功利之人了，哪

里还会注意什么道德素质。

社会美德教育缺失。社会中成年人的行

为没有为未成年人做良好的示范。每当挤在

公交车上听到售票员“哪位乘客给老年人让

个坐……”的呼唤，许多人选择了沉默以对，

展示在孩子面前的反而是不少人为争抢座
位相互指责、谩骂，甚至大打出手。

解决“中学生集体不让座”问题的关键

在于对美德教育地深入推广。尤其是学校应

当把德育放在学校教育的优先位置，制订有

针对性、有操作性的德育方案，不能再停留

在空泛无力的“口号教育”阶段。家庭教育也
是极重要的部分，一些家长应当尽快从对独

生子女一味娇纵、溺爱的怪圈中走出来，不

能只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还要从小教会他

们尊重他人、关爱他人。社会也要营造良好

的道德氛围，成年人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表

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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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赞成让座

今日烟台

格域外来风

给有需要的人让座
让座这样一件平常、普通的事，

但是不同的国家由于文化习俗的不

同，对“让座”这一举动的感受却是有

差异的。

在美国，如果给一位看上去很健

康的老人让座，很可能会被老人质

疑，“难道我看起来不够健康吗？”

同样在德国，如果强行给老人让

座，老人可能因买的是站票而拒绝你

的好意。和中国的传统道德中尊老爱

幼的观念不同，在国外，并没有让座

的传统，外国特别是欧美国家的年轻

人一般只给看上去走路微微颤颤，或

身体不健康的老人让座。对于身体健

康的老人，如果主动让座，很可能会

招来老人的“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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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中学生集体不让座”这一

问题，烟台的孩子又是怎么想的呢？

不妨让我们来聆听一下：

如果在车上遇见需要帮助的人，

我一定会让座的，在我自己没有座位

的情况下，我会对身边有座位的人轻

轻地问一句“叔叔(阿姨)您可以给这

位奶奶让个座吗？”——— 烟台二中初

三学生小华

我自己有座位的情况下，我会第

一时间让座，如果我自己也没有座

位，那我也没办法。——— 烟台一中初

二学生天强

我坐车一般坐在最后面，遇到让

座的情况比较少，很多在前面占着老

弱孕残专座的人一般都会先让座

了。——— 烟台奇山中学初二学生小敏

要看是不是真正需要的人，老年

人、孕妇、残疾人、抱婴儿的就会让

座，还有老年人能不能避开学生上学

高峰期坐车呢？——— 烟台三中初一学

生小雪

没有特别的想过让座，一样买票

的情况下，让不让座完全是个人自

愿。——— 烟台一中初三学生小迪

记者采访中发现，烟台大部分

中学生在遇到老弱病残孕乘车时

都会主动选择让座。问其原因，孩

子们笑笑说：“父母和老师平时都

是这么教我们的，而且经常看到别

人主动让座，自己当然也要向他们

学习！”

整理/吕天娇

近日，南京公交车上7名中学生“集体不让座”的事件
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数万网友对这起事件发表了评
论，同时也展开了激烈的道德“口水战”。很多网友对不让
座的学生进行了指责与批评，批评“90后学生素质低”；也
有网友站出来为学生们开脱，说学生不应该受指责。对
此，记者专门对争辩双方的观点进行了整理，并请教育专
家进行了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