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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小刘告诉记者! 她是外地

来沈读大学的学生!家境贫困!

可正是贫寒的家境养成了她好

强不服输的性格" #我最不爱在

别人面前说我家里的情况!不想

让大家知道我家困难!不想让人

同情!更不想成为别人的笑柄"$

小刘说!#可现在要认定贫困生

资格!拿助学金和奖学金!就必

须在全班同学面前讲我家困难

的情况!真是开不了口% $

学院为了公平公开! 在认

定贫困生资格的环节上! 每位

提交申请的学生除了要上交贫

困认定材料外! 还要在同学面

前将自己贫困的家境和盘托

出&随后投票选举!得票最高的

前 !名才能获得资格&#有的人

愿意讲!得票自然多!可像我这

样不爱讲的! 肯定没人投给我

啊%这样真的公平吗' $小刘无

奈地说(#在全班同学面前当众

揭伤疤!还公开选谁家最困难!

认定贫困等级又不是选美)选

举! 凭啥让我们站在那么多人

面前丢人现眼' $

（来源：沈阳晚报）

!专!家!调!查!档!案!

! ! ! ! 为家庭经济
条件拮据的学生
提供助学金，本来

是一件好事。可是，以
公平的名义让这些学
生当众讲述自家有多
么贫困，却令受助的他
们内心很受伤。好事需
要恰当的方式去执行，
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助
人，绝不只是给钱
那么简单，这是一
门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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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之心

! ! ! !我对国旗有感觉!是

从歌剧*江姐+开始的(新

中国即将成立! 关在重庆

集中营里的女共产党员

们!在牢房里集体绣红旗!

她们热泪盈眶! 她们泣不

成声!一是因为激动!二是

因为遗憾! 因为她们即将

被押赴刑场! 她们是看不

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高高

飘起的&

我当时就思忖( 换作

是我! 对于根本没有指望

的东西会有如此期待!如

此深情吗' 这就是我和江

姐们的不同境界&

早前!我去拜访莎拉,

伊麦斯女士! 她的爸爸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逃

到中国来的犹太人! 住在

上海大名路一带! 做一点

生意& -文化大革命$开始

了! 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的莎拉受到了冲击!抄家)

批斗)下乡)甚至坐牢& 红

卫兵说莎拉是外国特务!

必须在她身上 -踏上一只

脚$%

-文革$结束了!有关

部门大概觉得有点对不住

莎拉!"#$!年! 同意她带

上全家回到她的祖国以色

列&可是!莎拉还是热爱中

国!她给儿子起名字叫(以

华! 以色列.//中华& 后

来!世界第三大钻石公司)

以色列的罗斯蒂克公司要

进入中国! 莎拉做了中国

钻石市场总代表! 她回到

了上海&

%&&#年国庆节!新中

国成立 '&周年& 那天!莎

拉正好要出差! 她关照儿

子以华! 在自己家的阳台

上撑出一面五星红旗!而

且要挂三天&

第三天!莎拉回家来!

进入小区抬头一看! 她家

的阳台上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然而!整个小区只有她

的家挂出了一面国旗!没

有第二家这么做&

她百思不解地问(为

什么' 为什么只有我挂国

旗' 在以色列!国庆那天!

家家户户都挂国旗的!虽

然没有人命令他们这样

做&

莎拉问我这是什么道

理' 我无言以答&

那段时间! 莎拉的疑

问有了答案!当-钓鱼岛事

件$发生以后!当日本右翼

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大

街小巷川流不息的私家车

上!都挂起了国旗!贴上了

国旗&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

国旗了&

" 童孟侯

! ! ! !要让助学金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得到
帮助的学生，同时又能保护他们不受到不
必要的伤害呢？廖丽娟给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要明确的是，公平在于评价标准
的贯彻实施，与是否公开没有直接的关系。
同样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可以采用更加人
性化的方式，比如，制定一些比较细致的标
准，每一个标准下面都有分数来标识。把这
样的表格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让他们
投到某一个特定的信箱，由专人统计分数，
分数高的学生可以进入需要帮助的范围。
这样的打分会相对更客观和公平一些。那
些打分的人甚至不用看到任何个人的信
息，最后只需要极少数人来打开那些进入

助学范围的学生的个人信息。如果需要知
道受助学生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在这个邮
件里面附上个人自述，并且向学生保证这
些自述，会用怎样的方式被阅读，以及会怎
样保证他们的隐私得到尊重。

其次，是给指标还是根据标准来进行
评定，也是需要考量的。我们会发现，很多
时候都是一个班级或者一个年级有若干个
帮困指标。助学帮困的本意是帮助那些最
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希望每个班级帮到
一两个。廖丽娟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无需制定硬性的指标，尽可能去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就好。如果金额不够，可以
试着寻求社会资源的帮助。只要评价方式

和标准是合理的，来自社会的助学金会容
易聚拢起来，流向最需要帮助的那些学生。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助人是漫长的路，

不是把钱发出去就完事的。或者说，如果给
了一笔钱，结果带来的却是受助者很多年的
难过、心里不舒服甚至是伤害，那何必给这
样一笔钱？如果这个孩子因为当初领了这笔
钱，很多年以后需要花费很多钱去找心理咨
询师来疗伤。那恐怕就违背了助人的初衷。

给一笔助学金是助人，为孩子争取勤
工俭学的机会是助人，帮助孩子更自信更
坦然面对苦难是助人……用润物细无声的
方式给予帮助，对于一个年轻的生命会是
一个温暖的助推力。

! ! ! !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学生，有的家庭
的经济条件优裕，有的比较拮据，都是正常
的，只是，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家庭条件比
较差的学生并不愿意把家里的拮据向其他
人和盘托出。几年前发生的马加爵的事件
让人触目惊心，马加爵之所以杀人，很大一
部分原因就是和同学相处时，有些人会有
意无意地谈到他的贫穷。身为心理咨询师

的廖丽娟曾看过访谈马加爵的视频材料，在
视频中马加爵说：“笑话我土和穷，没有关
系，怎么可以笑话我的母亲。”视频资料中透
露出的信息是，马加爵的同学都知道马加爵
的母亲是辛苦糊纸盒来供这个令全村人都
为之骄傲的孩子读大学的。为什么同学们
都知道这么具体的情况？因为申请助学金
的时候，需要这样的资料，而且越详细越

好。看到这些材料的学生对同学的隐私不尊
重，必然就会流传得大家都知道。“某种程度
上，是同学之间私底下的传言、议论，催生了
马加爵的悲剧。至于当着同学们的面演说自
己的家庭有多么困难，这会给当事人带来怎
样的心理体验？”“尊重的需要是人的基本
需要之一，所谓基本需要，就意味着得不到
满足，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问题
者譬如马加爵，小问题譬如经过这样公开
演说的孩子会感觉到处处抬不起头。”

! ! ! !贫困生资格是否能够被认定，能否获
得助学金，要有全班同学投票决定，这看似
公平的团体决策方式，真的就公平吗？

廖丽娟指出，在群体中人有时候会出
现某些具有很大危害性的现象。“在群体
中，人们的自我意识被弱化，个体的特征被
模糊，这个时候的个体会更不自控，更不自
律，也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就做出

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因为不用
顾及自己的价值，也不用为自己的决策负
责任，这个时候的决策往往就会不那么负
责任，更容易带着一些情绪，甚至是在个体
单独时候不愿意表露出来的阴暗面。”

联系到新闻中，想要申请助学金的学
生，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讲自己家庭的
贫困状况，廖丽娟分析说：“因为容易有情

境性的反应，这个时候的决定往往会容易
被渲染，被演讲同学的演讲带出来的气氛
渲染，也会容易被整个班级的氛围所渲染。
那么做出的决策，有多少客观和公平？只有
那个团体当时的情境，只有演讲者的演讲
水平，还有内心无需顾及价值的一些想法，
这些想法可能和本身的评价内容完全没有
关系。这样做出的团体决策真的公平吗？”

公开讲述家庭困难令受助者很受伤
!

全班投票决定助学金归属未必真的公平
"

助人不只是把钱发出去就完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