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戴高帽”不可取

最近，高校新一轮更名又引发了全社
会的广泛关注。“去地方”“去学院”“去职
业”等无非是让学校名称显得“高大上”，
更容易吸引考生们。高校若不及时纠正
发力方向，不在办学质量上寻求改变，那
么再“入流”的校名也会名不副实。

（王 铎 绘）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高招“扶贫”就该重拳打假
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18年重点高

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工作的通知》，其中

要求加大对贫困家庭学生的政策倾斜，达到有

关高校投档要求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考生，同

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优待贫困家庭学生，增加他们获得优质教

育的机会，有助于其改变自身及家庭的命运，具

有促进社会公平的意义。作为配套兜底措施，

《通知》要求从严查处违规行为——除了立足法

律追责之外，针对伪造、变造、篡改、假冒户籍学

籍等虚假个人信息和提供虚假申请材料的考

生，提出了“视情节轻重给予3年内暂停参加各

类国家教育考试”的处理办法。不难理解，于监

管端“做加法”，在考试资格上增设“限时禁入”

处分，有助于提高违规行为的风险成本，让企图

造假之人望而却步。

高招“扶贫”就该重拳打假。一个录取名

额，往往对应着一次命运转变。让高招“扶贫”

的政策温度，更为集中精准地传递到贫困学子

手中，重要性不言而喻。

@陆 安
来源：红网

网络通识课更应“脱水”
在一些大学里，通识课逐渐变成“水课”。

清华大学新雅书院院长甘阳认为，这些“水课”

正是国内大学与世界名校最大的差距所在。此

外，不少专家建议建立评价退出机制，为课程

“脱水”。

随着网络的兴起，几乎所有高校都推出了

网课。笔者认为，线上“水课”比线下“水课”更

容易泛滥。首先，学生不用去教室，上课不考

勤；其次，很多学生习惯于打开上课页面，却并

未听课，而是间隔一段时间再观望一次，更有甚

者，点开一节课程后，任由其自动播放完；再者，

许多网课在网上都能找到答案，即使不听课，最

后也能够拿到可观的分数。

网课就像一块海绵，吸“水”能力更强。在

高校里，无论评奖评优、拿奖学金、保研等都与

绩点挂钩，有的学生为了绩点，选择自己不喜欢

却能拿高分的网课，学不到任何有用的知识，却

白白花了钱。所以，在线下通识课“脱水”的同

时，网课也应该整治一下。

@秦小青
来源：搜狐

让有余力的
优秀教师“上线”

时下，在线教育发展迅猛，不仅机构数量庞

大，而且品种繁多：PAD课堂教学、远程教育、在

线题库……“互联网+”正逐渐改变着传统的教

育面貌。

但纵观当下大多数的在线教育，虽然穿着

新技术的“鞋”，但里面还是应试教育的“脚”，在

线课堂上传的不过是教师普通课堂的录像。所

谓的资源库不过是集中了更多的试题，对学生

的最大作用就是答案一搜便知……

很多在线教育公司打的还是分数提高牌。

要想让线上教育办出质量、办出特色，单靠社会

上的这些机构是很难做好的，需要教育主管部

门、学校和一线教师的介入。可以让有余力的

优秀教师从线下走到线上，或线下与线上教育

相融合，把自己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思想和方

法向更广的范围、更多的人辐射。这是一件对

教育、教师、学生都有利的“三赢”之举。

@吴维煊
来源：蒲公英评论

对小升初“秘考”
应当零容忍

据报道，最近陕西咸阳市某中学疑似违规

组织小升初考试，广州市海珠区某中学也被曝

光顶风作案，违规组织“秘考”，作为小升初的筛

选门槛。两地教育局均已对此作出处置。

今年2月，教育部在普通中小学招生“十项

严禁纪律”中明确指出，严禁自行组织以选拔生

源为目的的各类考试，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

“掐尖”选生源。禁令之下，竟然还有学校顶风

作案，折射出一些教育问题的积重难返。

取消小升初考试，减轻小学生压力，还孩子

们一个快乐童年，这是社会多年来的期盼，也是

教育改革的成果之一。如今，要防止顶风而上

的小升初“秘考”大行其道，使“减负”及素质教

育不至于沦为一句空话。对于组织小升初“秘

考”的学校，各地要零容忍，要加大处罚力度，对

校长予以停职或免职，对帮助学校组织“秘考”

的培训机构加大经济处罚等，才可能以儆效尤。

当然，在取消小升初考试之后，地方政府要

增加公办教育的经费投入，并实现更为均衡的

资源分配。不以升学率评选重点学校，不因对

重点的投入而导致基本面上的教育资源紧缺。

这样才能让公办教育担负起本应承担的使命，

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减少择校现象。

@丁慎毅
来源：中国未成年人网

□李 平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推出劳

动教育课，“扫地换学分”，教室

卫生都被学生承包，却遭到了不

少网友质疑，“大学开始教小学

的知识，小学以后干嘛”“辅导员

再也不担心我学分凑不够啦”，

等等。

近年来，为解决部分大学生

不爱劳动的问题，一些高校将劳

动与学分挂钩，似乎有着立竿见

影的效果，大学生的劳动积极性

得以飞速提升。但我们试问，其

中有多少人是自觉自愿的？又有

多少人具备对劳动应有的认知？

这样的爱劳动恐怕只是表象，实

质是盯着那学分。

扫地、洗衣、做饭等家务劳

动，本应是人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而且需要从小习得。但现实情况

是，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只有成绩

好 才 不 会 从 事 普 通 的 劳 动 工

作”。很多家庭中，家长对家务大

包大揽，孩子只需要专注于学业

即可。而在中小学校，劳动课常

被占用，有的甚至把劳动当作惩

罚手段。幼儿园、小学阶段就有

必要上好的一课，要到大学阶段

再来补，难怪会被人吐槽。

眼下除了“扫地换学分”，还

有诸如“无偿献血换学分”“跑步

赚学分”“减肥换学分”等。在一

些高校，施行学分制未免过于灵

活了。只要扫扫地就能拿学分，

肯定会催生一些学生抱着“凑学

分”的心态去选修劳动教育课。

诚然，补上总比一直缺位要

好。但像武汉工程科技学院这

样，美其名曰“劳动教育课程”，课

程设置、教学内容却较为单一，只

是简单地将教室卫生安排给学生

来做。这样的劳动课，真不知育

人效果几何？

同为劳动课，有些学校开设

起来明显更为“走心”。浙江农林

大学早在 6 年前，就在校内开辟

了一块 20 多亩的农田给学生耕

种。理论课照常，课余进行果蔬

种植，备受学生欢迎。2015年，电

子科技大学开设了一门烹饪公选

课，教学生做川菜。食堂专门设

立实践中心，能同时容纳 50 名学

生动手炒菜。凡此种种，不走过

场，不流于形式，让学生真正学有

所得，才会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爱

上劳动。

劳动教育，在不同的教育阶

段应赋予其不同的内涵。如果高

校的劳动教育仅限于打扫教室卫

生，不能不说是对大学教育的“矮

化”。与单纯的劳动课相比，高校

的劳动教育应更加注重大学生社

会实践能力的培养，为他们更好

地走向社会奠定基础。

新
闻
回
顾

这两天，武汉工程科技学院的教室卫生都被学生承包了。原来，这学期该校开设了一门“劳动教育”课程，

学生打扫教室可获得学分。校方表示，这是综合教育改革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4月

2日《楚天都市报》）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楼 威

“扫地换学分”有没有必要之

争，其实质是劳动观之争。这样

的争论，古已有之，消极的劳动观

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积极的劳动观则坚持“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劳动

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正是纷繁

复杂的劳动，使人类的身体得到

协调发展，最终演变成自然界的

强者。将学习进步与劳动割裂

并对立起来，不仅有违人类发展

进步的规律，也不利于学生的健

康成长。

劳动教育缺失，是我们当前

社会的普遍现象。曾有媒体就各

国小学生每天做家务劳动的时间

进行统计，美国1.2小时，韩国0.7

小时，英国 0.6 小时，日本 0.4 小

时，而中国只有0.2小时。家长以

学业为重为由拒绝孩子做家务的

新闻不时会见诸报端。

大学生“啃老族”的大量涌

现，正是劳动观扭曲、变异的结

果，他们并不是真的找不到工

作，只是因为觉得工作“不够体

面舒适”而拒绝劳动。寝室脏乱

差，学习用品丢三落四，与部分

学生从小没有养成劳动习惯、缺

乏劳动技能有很大关系。更有

一些学生身体虚弱、四体不勤、

生活自理能力差、依赖性强、社

会适应力不够……这些正是劳

动教育缺失的恶果。

武汉工程科技学院开设劳

动教育课恰是一种纠偏，与学分

相挂钩，能够起到督促的作用。

只有大学生亲身参与劳动，才能

促使他们改掉懒惰的陋习，养成

爱护环境、不乱丢垃圾的优良品

质，提高自我服务的能力，更好

地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他们

也才会更加亲近、理解并尊重体

力劳动者。

“德智体美劳”是我国教育的

五字方针。高校应当理直气壮地

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大学生劳动教

育，丰富课程内容，将做饭、洗碗、

植树、种花、剪草坪、甚至打扫厕

所等都纳入其中。通过劳动教

育，帮助大学生放下玻璃心，磨砺

心性；提高生活技能，成为一个不

需要依赖他人就能将自己的生活

安排得很好的人。

让大学生打扫教室卫生，为

自己服务，本该是一件理所当然

的事情，却引起一大群人的抵触，

折射出劳动观缺失的问题。家

庭、学校和社会需要共同努力，为

青年学生补上劳动教育这一课。

（作者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教师）

为学生补上劳动教育这一课

扫地换学分看上去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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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强

说到营养餐，相信很多人的第

一反应就是“民生工程”“惠及千千

万万个家庭”。然而，当走进校园，

人们会发现，营养餐正在遭遇惊人

的浪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关于食物浪费课题组2013—

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校

园餐的人均食物浪费量达到89.94

克。两年过后，情况不仅没有好转，

从数字上看浪费问题变得愈发严

重，人均浪费达到216克，约占供应

量的三分之一。

推广营养餐，本意是为了提高

学生健康水平和国民素质。但如果

学生不买账，营养餐的意义就无法

体现，更与“健康”的目标背道而

驰。因此，营养餐浪费现象务必要

引起重视。

中科院地理所博士王灵恩分

析，学生对校园餐饮满意度较低，良

好饮食习惯和食育缺失是造成食物

浪费的主要原因。因为食育的缺

失，很多学生分不清小麦、韭菜等农

作物，对食物短缺的现状更是知之

甚少，骨子里没有树立珍惜粮食的

意识，不知浪费可耻，不理解粮食的

来之不易。这些极容易导致浪费成

风。由此，将浪费惊人归咎于食育

缺失是有其道理的。

但即使食育扎实到位，如果营

养餐没营养，成年累月“老几样”，吃

到人反胃直想吐，对于这样的营养

餐，学生自然不会珍惜，“不浪费”也

只能停留于人们的一厢情愿。

与过去相比，今天的生活已不

可同日而语，家家餐桌上的菜品日

益丰盛，孩子吃惯了“好吃的”，就不

大能够接受“难吃的”。面对不够营

养的、食之无味的、甚至反胃想吐的

营养餐，他们注定会选择倒掉没商

量。何况一些以次充好、变质发霉

的问题营养餐也屡屡被曝光。可以

断言，一些有问题的营养餐必然会

带来极大的食物浪费，累加造成的

浪费量肯定不是个小数目。

由此可见，营养餐浪费惊人，不

仅仅是食育缺失惹的祸，治理营养

餐浪费问题必须多管齐下。对于学

校来说，通过抓食育让孩子们认识

食物、珍惜食物、学会选择健康的生

活方式，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固然

重要；更重要的是，要在如何做出新

鲜、味美、货真价实的营养餐上多下

功夫，严把采购、存储、烹制等各个

关口，确保营养餐不走样、不变质。

一拳头肉、两拳头碳水化合物、

三拳头蔬菜、四拳头水果，才是营养

餐的“模样”；安全、好吃、营养，才是

营养餐的“特点”；一天要摄入12种

食材，一周至少要摄入25种食材，才

是营养餐的“标准”。试问这样的营

养餐，学生还会浪费吗？

让营养餐不浪费是个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