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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招生宣传，是高校秉承高等教育精神、立足自身定

位，把教育做好，把内功练好。

大学招生宣传需把握精神“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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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随着高校招生季的开启，各大

高校使出浑身解数吸引优秀学子的

目光。“你想不想和我一起泡在杜厦

图书馆，从早晨到夜晚”“你想不想

让我成为你的青春”……近日，某大

学官方微博的招生宣传语，引发了

网友热议。

随着高考分数即将出炉，时下，

诸多大学陆续推出招生宣传片。酒

香也怕巷子深。大学以招到自己心

仪的学生为目标，主动宣传自己，体

现出高校的积极作为。对高校而言，

投入资源用心做招生宣传，既可以生

动诠释高等教育内涵，又可以梳理自

己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特色，向外界更

好地展示自己。

大学招生宣传之“芯”，理应是高

等教育的内涵。大学之道，在于明

德、亲民，不管是哪一所大学的招生

宣传，都不能违背基本的大学精神。

普遍而言，高校有四大职能：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文

化传承创新。万变不离其宗，任何一

所大学的招生宣传，都应紧紧围绕这

四大基本职能展开。传播好的教育

理念，守住高校净土，是底线，更是根

本要求。可当大学的官方微博中，漂

亮女生举牌写着“你想不想让我成为

你的青春”，放到招生宣传的语境，就

有将高等教育矮化庸俗化之嫌，引起

争议在所难免。

大学招生宣传，在体现高等教育

基本内涵之外，还要葆有学校鲜活的

个性。近些年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

招生宣传片投入未必有多大，却有相

当大的冲击力和热度，这些都是因为

他们将自己学校的立校之本理解透

了、诠释好了。

高校拍招

生宣传片，除

了研究高等教

育的共性，更

要 把 握 独 特

性。普通高校

切不可妄自菲

薄，任何一所

高校的建立历史，都有其精彩篇章，

讲好自己的故事也会“这边风景独

好”。做招生文案、拍招生宣传片切

不要落入“千校一面”的窠臼，否则就

是无意义的重复和资源浪费。

新媒体时代，招生宣传要在形式

上有创新、有立场、有个性。过去的

招生宣传片，说教、单向传播的味道

很重。而如今新媒体时代，用年轻人

易接受的镜头语言讲出年轻人有感

觉的叙事，用短视频思维制作、传播，

成为诸多高校的共识。正所谓，高校

招生宣传，内涵、故事再好，也要有新

媒体手段的外功助推“发力”。两者

都是主体，而且不可偏废，顾此失彼

或者“两张皮”都达不到好效果。

最好的招生宣传，是高校秉承高

等教育精神、立足自身定位，把教育

做好，把内功练好。一以贯之的办学

高标准、严要求，培养好学生，在社会

赢得好口碑，就是最好的招生宣传。

拍招生宣传片也好，做有创意的招生

文案也罢，任何学校形象的宣传，终

究是学校办学实力展现的那“惊鸿一

瞥”。恰如不久前北大数学天才“韦

神”，接受采访时寥寥几句“神回答”，

不经意中“暴露”了北大的硬核底蕴，

并在网络上引起热议，虽非学校有意

的招生宣传，其实效却胜过了招生宣

传的千言万语。

天价志愿指导费，新款“智商税”

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大海捞真

●只要考生和家长稍微多花点心思，完全不需要给高校志愿

填报指导机构交这份“智商税”。

□邓海建

高考成绩即将揭晓，志愿填报硝

烟四起。

2021年高考报名人数1078万，

在不少人眼里，填报志愿俨然成了学

生和家长的“第二战场”。近期，社会

上有机构或个人通过互联网、电话、面

询等方式，向考生和家长开展高校志

愿填报指导活动并收取高额服务费，

有的存在政策不准、信息不实、误导甚

至诈骗等问题。教育部发布预警：谨

防“高价志愿填报指导”诈骗陷阱。

志愿填报之火，从以下数据可窥

“斑”见“豹”：今年天猫618预售以来，高

考志愿填报的消费增长超过2000%。

企查查数据显示，2020年该行业新注册

企业558家，同比增长77.1%；今年前5

月新注册301家，同比增长90.5%。在

这个刚需市场，考生与家长有多焦

虑，价格和套餐就有多神奇。这门赚

信息差价的生意，据说在志愿填报软

件的技术加持下，最快30分钟就能

出具一份填报方案。不过，这纸方

案，价值不菲。比如在一家机构网站

上，“高考报考一对一”有4种价位，

最高一档98000元。

当然，若是供需合规，属于“周瑜

打黄盖”的交易。不过，在志愿填报

的江湖，坑蒙拐骗的伎俩并不鲜见。

比如挂羊头卖狗肉，谎称权威与独

家。6月16日，教育部提醒，目前没

有任何招生考试机构、高校与社会机

构或个人开展高考志愿填报指导的

合作。换句话说，所谓与知名高校名

师合作的幌子，只是个不堪一驳的泡

沫；至于那些所谓的“独家信息”，无

非是历年高考志愿信息的杂烩。如

果这种民营机构都可以在事关高考

公平的信息领域长袖善舞，高考招录

岂非乱了套了？

除了虚假宣传，还有两个显而易

见的问题。一是价格失控。咨询服

务当然不是慈善福利，不过，任何市

场中的价格，总要遵循价值规律。价

格主管部门恐怕不能对动辄上万元

的志愿填报收

费不闻不问。

如果“货不对

板”或者“价格

欺诈”，执罚的

板子怕是不能

装聋作哑。二

是效果失灵。

咨询机构的建

议，动力和目标就是“不退费”，绝非对

孩子或家长负责。鉴于它们多会承诺

“掉档”退费，因此，它们往往会轻视考

生的初心，导致填报比较保守。但事

实上，在平行志愿填报规则下，掉档是

概率极小的事件。

志愿填报这件事，虽然看起来

复杂，但并不是难以掌握的。一方

面，我们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运交到

别人的手上，让一个不熟悉考生和

家庭的机构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

家长也不该袖手旁观，试图用购买

服务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辅助责

任。人们常说，“高考考学生，志愿

考家长”。须知，共性的系统无法解

决个性的问题。即便志愿辅导机构

清白诚实，但如果过于依赖大数据，

将分数作为筛查学校和专业的唯一

指标，最终恐怕还是很难让考生匹

配到最适合他（她）的专业和学校。

只要考生和家长稍微多花点心思，

完全不需要给高校志愿填报指导机

构交这份“智商税”。

2021年被民间称为校外培训机

构整治元年，作为职能监管部门，亦

当拿出同样的力度与决心，对志愿填

报市场“清理门户”。好在根据“2021

高考护航行动”安排，教育部已协调

相关互联网平台联合开展“点亮权威

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专项行动；

不少学校在高考结束之后，也为考生

和家长做足了志愿填报辅导的功

课。只要官方公益志愿咨询服务充

足且到位，只要家长不会被“抢跑”的

心蒙蔽心智，作为新款“智商税”的天

价志愿指导费，自然会“门庭冷落鞍

马稀”。

从源头上解决“安全焦虑”

□许朝军

从学校的角度出发，可能觉得课间

如果不加限制让学生“去疯”“去野”，一

旦出现意外伤害，后续就是一连串需要

处理的大麻烦，搅乱学校正常的教学秩

序，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因此，很多学

校压根不敢让学生在课间拥有“快乐十

分钟”。

要把缺失的课间十分钟还给孩子们，

还需赋予学校和教师更大的底气。构建

良好教育生态，引导家长正确对待学校和

教师的教育管理，坚决杜绝“校闹”“炒作”

及“不问青红皂白问责”等破坏教育生态

的不良行为和畸形认知，从源头上消除束

缚学校和教师管理的“紧箍咒”。

对于校内安全事故，探索第三方协商

处置和干预处理机制，引入安监、公安、卫

健、教育、信访、司法援助等部门，建立科

学的校园意外安全事故第三方协商处置

机制，用法律捍卫学校和教师权益，匡扶

学校、教师和家长、社会之间的关系与矛

盾处理秩序，从源头上缓解学校、教师“安

全焦虑症”。

同时，学校要做好科学的安全保障工

作。加强学生日常安全防护技能技巧和

安全常识教育，让学生能主动远离危险、

避免危险行为。积极构建科学的安保网

络，强化校内教师执勤和安全监管，同时

积极引进校园安全第三方责任保险机制，

为科学预防、处置课间学生意外伤害和不

安全事故等奠定扎实基础。此外，还需要

在活动场地保障、错峰时间安排、活动内

容和方式选择、校内校外协同上，出台一

系列举措加以跟进。

快乐课间缘何消失

□廖卫芳

不知从何时起，孩子的课间十分钟悄

悄地消失了。有的学校明确规定课间十

分钟除了上厕所之外，学生不得去操场，

不得在走廊里喧哗、追逐、吵闹；有的学校

不但不准学生课间十分钟离开教室，还不

准离开座位，学生必须待在座位上看书、

做作业；更有甚者，有的教师干脆把课间

十分钟当成了教学时间。

究其原因，不外乎以下两种。其一，安

全使然。学生在校的安全始终是学校领

导、教师最担心的“头等大事”。由于学生

年纪小又好动，加之是非辨别力较差，万一

在嬉戏打闹间出了安全问题，学校需要担

责。因而，很多学校干脆把课间十分钟“没

收”了事。其二，质量使然。现如今，从上

到下视“质量”为生命线，教师迫于压力，不

得不加班加点地“逼”学生多学一会，久而

久之，挤占学生课间十分钟成了常态。

要恢复课间十分钟原有的样子，一方

面，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需正视“安全观”

和“质量观”。学生的安全固然很重要，但

绝不能为了“不出安全问题”而因噎废食，

牺牲学生宝贵的课间十分钟。同时，应向

效率要质量。另一方面，学校要有“学生

视角”。课间十分钟是学生享有的一项基

本权利，谁都无权剥夺。学校理应切实为

学生的健康着想，把课间十分钟完完全全

地还给学生。

本不该走样的“十分钟”

□李 平

“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

的童年……”这不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歌

曲《童年》里的歌词，也是一代又一代人童

年的真实写照。

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们对下

课不再抱有期待了。因为即便下课了，他

们也不能游戏，不能玩耍，只能安安静静

地坐在座位上，或者站在教室门口的小小

空间张望一眼外面的世界。

唱着《童年》长大的家长们，也感知

到发生在孩子身上的这一改变。中国青

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曾对

1908 名中小学生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75.2%的受访家长称身边中小学“安

静的课间十分钟”现象普遍，而且在小学

中最为突出，比例达到 77.2%。有家长表

示“几乎没听到孩子说过有关课间玩耍

的趣闻”。

关于学校课间纪律的规定当中，最

常见的 3 则是：不准在室内大声说话或

谈笑 58.0%；不准出教学楼 46.1%；不准在

室外高声说话和嬉戏打闹 45.0%。凡事

讲究张弛有度，学生学习尤其如此。课

间十分钟本就是为了让学生在紧张的学

习之余，到室外活动一下，舒展舒展筋

骨，激发一下大脑的活力，如此才能以更

好的状态迎接下一堂课，大脑也才能始

终保持高效运转。这本是常识，然而，

“室内大声说话、谈笑”“出教学楼”“在室

外高声说话和嬉戏打闹”这些原本正常

的事情却被学校以“纪律”之名加以约

束，这算不算是一种倒退？

静悄悄的课间十分钟有违常识且弊

端多多，这个道理相信谁都懂，但这样的

情景还是在很多学校上演了，并且愈演愈

烈，给人以“安静才是常规”的假象。这才

是最让人担忧的。

新
闻
回
顾

将于9月1日起施行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八条规定：学校不得设置侵犯
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不得对学生在课间及其他非教学时间的正当交流、游戏、
出教室活动等言行自由设置不必要的约束。这意味着，国家从立法的层面进一步明
确了学生课间十分钟的活动权，并将其放在学生人身自由的高度上看待，目的是督
促学校将课间十分钟恢复本来的样子。

恢复课间十分钟本来面貌有多难？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漫画快评漫画快评

这堂无言的教育课很暖心

一线声音一线声音

□冯海燕

在金华市婺城区蒋堂镇中心小学的女生

厕所里有一个“秘密”：上下两层的纸巾盒里，

除了放有卷纸，还放了卫生巾。“这个想法去

年就有了。”蒋堂小学校长韩峰说。韩峰原是

金师附小副校长，3年前任蒋堂小学校长后，

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改造厕所。就在改造厕所

的过程中，他想到高年级女生进入青春发育

期后，可能需要用到卫生巾，便提议有关教师

落实该想法。

我们印象中，厕所里放置卷纸已经是一

件很贴心的服务了，“免费提供卫生巾”可能

想都不会想到，可是一名乡村小学的男校长

想到了，而且落实了。这个“秘密”很有爱，这

位校长有点暖。

生理期使用卫生巾，对于成年女性来说是

一件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对于那些刚刚进

入青春期、母亲又不在身边的乡村小女生来

说，“小意外”突然降临，那几乎就是“灾难现

场”：家里老人在生活方面会对孩子关怀备至，

但在生理卫生知识方面很少会跟孙辈大方沟

通，能关注到孩子生理变化并为之率先备好卫

生巾的，更是少而又少。母亲又鞭长莫及，即

便学校有正常开设生理卫生课，但若在学校突

然来潮却没有任何准备，那种尴尬真是无以言

表。青春期的孩子自尊心强又敏感，若在公共

场所出现某种状况，那真的有可能成为内心深

处永远的阴影，对生理期也会抗拒和反感。

可是，那是成长的音符，是青春的标识，

原本应该是一件好事。学校在女厕安放这些

卫生巾，是生理卫生课的延伸与拓展，这不仅

能解决女生的燃眉之急，同时也给孩子们传

递了这样的信息：生长发育是平常不过的事

情，不用羞答答。虽然妈妈不在身边，但是有

老师有学校，自己是幸福的孩子，非常时期不

会孤独与紧张。

“如果是家里条件不太好的，或是爷爷奶

奶带的，或是家里没生理健康意识的，哪怕带

几片回家用也没关系。”校长的话，质朴又实

在，真诚又豁达。是啊，这样的孩子，不正是

最需要心疼与呵护的么，不正是该项服务的

重点保护对象么。

乡村小学女厕的“秘密”，就是一堂无言

的教育课，是生理卫生课，是人文关怀课。是

爱，是暖，是人间四月天！“只要为了孩子好，

学校就努力去做”，校长的表态看似平淡无

奇，实则现教育真章。学校怎样，孩子就怎

样，在爱的氛围中成长，相信孩子一定更阳

光，更有爱。希望这样的校长、这样的学校多

些，再多些；让成长的烦恼少点，更少点！

在严厉监管背景下，今年教育培训机构暑期招生火热
状况已不再，不仅大幅广告被撤下，各家对暑期班的宣传
也进行了低调处理。今年的校外培训机构，或将迎来史上
最理性的暑期招生档。近年来，随着行业的快速扩张，校
外教育培训暴露出的问题日益增多。相信随着监管层对
校外培训行业的整肃力度加大，加上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
的成立，将倒逼行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王 铎 绘）

培训暑期档“冷”下来了

新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