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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扬子晚报》报道，临近高考，闲置交易平台闲鱼发布了一份“学霸笔记流动地图”。记者发现，江苏盛产高

考学霸笔记，其中南京金陵中学的“产量”位居全国第四，而南京大学是最盛产考研笔记的高校……在过去一年，仅

闲鱼就有累计超过10万本学霸笔记“流通”，除了笔记之外，“考试心态调整”“早起监督服务”等也在网上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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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论

□夏熊飞

以学霸笔记为代表的服务虽

好，而一旦衍生为经济，就应当引

起我们的警惕，毕竟它们是面向体

量巨大的学生。

学霸笔记固然是成功经验的

总结，但每个个体都是千差万别

的，适用于学霸本人的方法并不一

定契合其他人的学习实际。学霸

笔记火热甚至已然成为一种经济，

说明有大量的学生不顾自身实际

在套用他人成功的模式。这种生

搬硬套，不仅可能会打乱自己的正

常学习节奏，甚至会陷入“画虎不

成反类犬”的尴尬，被所谓的学霸

笔记误导，最后可能不仅没有得到

提高，反而遭到拖累。

笔者在交易平台上看到，特别

紧俏的那些学霸笔记都冠以各

大知名高中的名头，这些笔记的流

行和畅销，说到底折射了当下一种

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浮躁心态。

然而，盲目崇拜、过分依赖学霸笔

记 ，容 易 助 长 学 生 走 捷 径 的 思

维。当全民热炒学霸笔记的时

候，一些学生会想当然地以为只要

有学霸笔记在手，考试学习就皆可

万事无忧。

然而学霸笔记只是方向性引

导，没有足够的学习与积累，其所

记载的方法与理论或许压根就无

法理解。即便有部分学生因此走

捷径考了高分，但如果基础不扎

实，在今后的学习过程中可能会出

现后劲不足的问题。

更何况，网上流传的学霸笔记

很多被别有用心的商家篡改过了，

通过随意拼凑，再大量印刷，以实

现牟利。由于缺乏严格的审核与

校对，一旦大规模流传，会产生不

小的负面影响。严格意义上讲，这

些学霸笔记属于非正规出版物，其

所带动的学霸经济是灰色经济，大

家追捧此类学霸笔记实则是变相

纵容不正当经营行为。

学霸笔记不是不能有，但对其

的追捧应有度，可为我所用，却只

应作为点缀，不该本末倒置，不要

让学霸笔记取代了踏踏实实的学

习过程。面对火热的学霸经济，学

生家长要避免被焦虑情绪裹挟。

学校、教育、工商等部门也应加强

引导与管理，不能任由商家扰乱市

场，并且让它拖了学生成长、教育

发展的后腿。

学霸笔记不宜“棒杀”
□李 强

在过去一年，仅闲鱼就有累计

超过10万本学霸笔记“流通”。除

了笔记之外，“考试心态调整”“早

起监督服务”等学霸服务也在网上

热卖。何以会这样？正说明学霸

笔记的价值为不少家长和学生所

认可，好不好不能由局外人说了

算，而要由学生和市场说了算。

笔者以为，以学霸笔记为代

表 的 学 霸 经 济 不 应 该 一 律“ 棒

杀”，还要尽可能挖掘其“好”，用

活用“好”。

孔子的一句“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是我们学习的一

种正确方式。学霸笔记浓缩了

“学而有思”“思而有学”，正如某

文科学霸说，她的笔记主要是记

一些易错点，如数学的错题集、语

文中易混淆的字词等；某理科学

霸说，笔记本上主要是一些知识

点的延伸或者是自己做过的一些

典型题目。时不时琢磨为何出

错、错在哪里，经常举一反三、推

此及彼，学霸们这样的学习方式

正是每一个学生都应该具备的。

换言之，不具备的学生就要对照

改正，因为学习方式的正确与否，

直接决定学习的效果好坏。

没有天生的学霸，每一个学霸

的背后都有艰辛的付出。学霸笔

记里写满了其学习的端正态度，折

射着对知识的孜孜以求，洋溢着勤

奋好学的上进力量。学霸笔记蕴

藏着珍贵的启示：一个学生只要端

正态度，勤奋好学，积极向上，不怕

吃苦，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学霸。

一旦树立“学霸不是天生的，而是

靠后天的勤奋刻苦和拼搏而来”这

样的认知，某种意义上，可以增添

学生的学习动力，大大激发他们的

学习信心。

没有交流、不懂借鉴的学习早

就行不通了。“求学的三个条件是：

多观察、多吃苦、多研究”“成功的

人是跟别人学习经验，失败的人只

跟自己学习经验”“学问是异常珍

贵的东西，从任何源泉吸收都不可

耻”……品读这些格言警句，倡导

的又何尝不是交流与借鉴。学霸

笔记表面看不过是一道道题目，其

实里面凝结着学霸们的思考、体

会、心血，对其他学生来说，尤其值

得学习借鉴。

现实中，常会听到一些考生考

后发出“假如我当初……就好了”这

样的感叹。除了分享自己的学习资

料之外，学霸们还乐意贡献自己的

学习技巧，如如何调整考试心态、如

何制订读书计划等。这些都不失为

宝贵的经验，给人茅塞顿开之感，让

人在紧张的学习备考中少走一些弯

路，少一些事后的扼腕叹息。

一旦衍生为经济必须警惕

□徐德飞

杭州的一位小学体育教师曾花

费了大半年时间对学生的书包做了

一项调查，调查对象涵盖不同小学

的240名一至六年级的学生。结果

显示，几乎每个学生的书包重量都

超过了他们体重的10%。除了超重

问题外，一些书包花里胡哨的外观

也令人堪忧。

书包过重，除了受繁重的课业

负担影响外，学生缺乏良好的整理

习惯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而单肩

包、拉杆包、卡通包等不断涌入市

场，也让书包变得越来越花哨，冲击

着小学生的审美观和好奇心。

小学生长期背着超重的书包上

学放学，不利于其身高增长、脊柱健

康，身体发育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花

哨书包的横行，削减了书包装书、装

文具的根本价值，一旦与追求所谓

的时尚有型挂上了钩，很容易助长

孩子形成攀比心理。

如何为书包“减负”，让孩子们

真正能“挺直腰板”上下学，是广大

教育工作者、家长需要好好思考和

解决的问题。

要选好书包。家长要合理引

导孩子选择适宜其健康成长的书

包。首先，外观上不要追求过于复

杂的图案、繁琐的造型，而应该选

择简约大方、材质安全的双肩书

包，这类书包不但实用性和安全性

都较强，而且和“学生郎”的身份更

为符合。其次，家长应该为孩子挑

选适宜的有护脊、卸力减压等功能

的书包，这类健康型书包更加有利

于保护孩子的身体。当然，随着生

活水平不断提升和人工智能不断

发展，具有防震、逃生等多作用的

“多功能”书包会慢慢进入大家的

眼帘，可量力、按需选择。

养成习惯很重要。家校应通力

合作指导、培养学生养成良好的整

理习惯。学校要允许学生把一部分

暂时不用的学习用品放置在课桌

内，大部分的辅助学习工具如字典、

铅笔盒、卷笔刀、跳绳等学习用品可

以在学校和家里各放一套，这样就

不需要每天带着。学生每天放学

时，都可以对书包和抽屉进行一次

整理，涉及家庭作业内容的书本和

作业本放书包里背回家，其他书和

作业本则放置在课桌内。学校提供

充足的开水和餐具，让学生不必每

天都往书包里塞上一杯水和餐具。

值得提醒的是，这些整理习惯最好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养成。

落实政策是根本。学校、教师、

家长都要严格执行减负要求。教师

要严格控制课外作业量；学校要严

格教学用书选用，一律不得违规征

订和使用教辅资料；家长要适时、适

量给孩子报课外辅导班；各方合力

极力发挥"四点钟学校"的功能……

杜绝“雷声大雨点小”的减负行动，

切切实实做起来，提高执行力，让减

负真正落到实处，学生课业负担轻

了，书包自然就轻了。

让孩子们能“挺直腰板”上下学

学术组织
岂能冠名“大学”

近日，中国胸痛大学在山东济南成立的消息引
起舆论关注。对此，教育部回复媒体称，教育部从未
接到地方关于设置中国胸痛大学的申请。经了解，
“中国胸痛大学”只是中国医促会胸痛分会成员自发
组成的一个学术组织，而非高校。既非高校，起名怎
能如此任性？ （高晓建 绘）

“00后”须走出选择困局

陈伟瑜从小想当一名漫画家，高一下学期就决定转为美术

生。即使家人反对，陈伟瑜还是坚持了自己的决定，继续学习

美术，“我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中，做出了选择就不后悔”。（6月

6日《长江日报》）

“00后”出生和成长之时，互联网日趋繁荣，文化更加多

元，改革更加深入。顺应社会快速转型，高考在变，大学教育在

变，就业在变，生存模式在变，有人清醒地意识到：选项越来越

多，选择越来越难。

比如新高考改革的出发点就是扩大学生的选择权，包括考

试选择权、科目选择权、课程选择权、学校选择权等。更多选择

对“00后”来说既是福音，也是考验。犹如从甲地到乙地，过去

只有一条路，很好办。如今有了多条路，对于没有选择能力的

人来说，可能会左右为难，甚至裹足不前。

如果不重视对“00后”的选择能力培养，不采取措施让他

们走出选择困局，时代赋予他们的选择权很有可能成为家长和

学校联手代玩的新游戏，而让“00后”错失成长的机遇和选择

的机会。

给“00后”选择权不可能一蹴而就，学校和家长既要引导

学生自主与自立，又要有放权的自觉与艺术。同时，要让他们

知道，选择也不是任性，成长是选择的前提；要慎重对待选择，

更要有承担起选择可能导致的N种后果的准备。

@易国祥
来源：红网

救救迷失的“网游少年”

高考前夕，北京市浩东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玲收到了一封

来自湖北母亲的信。“从‘魔兽世界’到‘英雄联盟’再到‘王者荣

耀’，与其说我与孩子斗争了十几年，还不如说与网游斗争了十

几年——但我输了，我们全家都输了，输得彻彻底底！”随后，张

晓玲将这封《一个心碎母亲致所有高考考生的公开信》贴至微

博，网游沉迷问题再度引发热议。

有数据显示，中国网络游戏人口达4.42亿，中国青少年首

次接触网络游戏的年龄呈低龄化趋势。15～18岁青少年中近

80%首次触游年龄在14岁及以前，11～14岁青少年中45.0%

首次触游年龄在10岁及以前，6～10岁的青少年中有约16.6%

首次触游年龄在5岁及以前。说得直白一些：越来越多的孩

子、越来越低龄化的孩子成为网游的“死忠粉”。

从当年的“热血传奇”被称之为电子鸦片，到“王者荣耀”被

密集点名，尽管部门新规殚精竭虑，遗憾的是，类似《网络游戏

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等技术要求，并未成为开发企业或平台

的生死之线。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包括文化部、教育部、全

国妇联在内的多部委发布了3份与网络游戏直接相关的文件

或通知，而几乎没有一家网游客户端迅速地作出回应或采取相

关行动。

一个孩子的悲剧是偶然，一群孩子的悲剧还是偶然吗？多年

之前，业界关于“海妖服务器”的警示言犹在耳。我们究竟还要等

多久，才能唤醒企业道德自觉和监管的“牙齿”与“肌肉”呢？

@邓海建
来源：湖南教育新闻网

过度陪读不利于孩子成长

对许多家长来说，“陪读”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为

了让孩子考上好的中学、大学，由中小学生父母组成的“陪读大

军”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曾有统计显示，我国36.8%

的家庭存在父母陪读现象。在城市家庭中，陪读比例远远高于

这个数字。

孩子小，无生活自理能力，或就读学校离家远，因而需家长

陪读，照顾其生活并辅导作业，这本无可厚非，但过度陪读会让

孩子对家长过分依赖，不利于孩子成长。

有些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父母陪读往往会使他们觉得心中

有愧，产生思想负担，进而影响成绩及心理状态。有家长陪读

的学生往往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容易滋生不思进

取、好逸恶劳的思想，不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和生活

观。这些孩子由于平时缺乏锻炼、对父母依赖惯了，进入大学

后，往往会感到茫然无助、不知所措，很难适应大学生活，有的

还会产生心理疾病。陪读容易促使学生迟到、早退，纪律观念

淡薄。久而久之，不利于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此外，过度陪

读还会使孩子脱离班集体，丧失集体荣誉感，难以形成深厚的

同学情谊。

教育家马卡连柯曾经说过：“最可怕的就是用父母的幸福

栽培孩子的幸福。”家长陪读并不是帮助孩子学习的唯一良策，

也不能从根源上解决孩子的成长问题。

@周旭方
来源：蒲公英评论

有必要为教材“减塑”

数字时代本应成为老古董的卡式磁带、复读机，靠着与英

语等教材的捆绑得以“续命”，每年还在大量生产、分发，又被大

量闲置、废弃。这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今年“世界环境日”前

夕采访发现的现象。

这些卡式磁带、复读机被捆绑销售给学生后，很多都成了

摆设，被弃置一旁，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同时，因利润太少等

原因，很少有人对卡式磁带和复读机进行回收，从而让这些“老

古董”更容易变成生态环境的污染源，成为威胁生态环境的“重

磅炸弹”。

亟待相关部门为教材“松绑”“减塑”，不能为了少数人的利

益而罔顾广大学生的权益及公共利益。各地要突破利益固化

的藩篱，彻查背后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等问题。另外，对于大量

存在于民间的废弃语言教学磁带、光盘，有必要进行集中回收，

对其进行无害化处理及资源化利用，做好卡式磁带、复读机这

些“老古董”的收尾工作。

@戴先任
来源:东方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