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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

“小学生起得早，背着书包上学校，蹦蹦跳

跳到校园，见到老师敬个礼……”这是不少人脑

海里小学生上学时的“标准样式”。然而，对现

在很多小学生来说，“蹦蹦跳跳”去上学并不容

易。有媒体记者近日采访多地小学生、家长以

及相关人士了解到，小学生书包超重问题仍然

存在。在受访学生中，书包“六七斤重的很正

常，十几斤重的也不少”。

说到为学生减负，人们大多会想到“课业负

担”——少留些家庭作业，让孩子们能够轻松完

成。可如今上学的书包，竟也让孩子们难承其

重，不得不“弓着背走路”。由此看来，要切切实

实为学生减负，就当从书包的“瘦身”抓起。

小学阶段是孩子们骨骼发育、身心成长的

关键时期，长期负重会影响脊柱发育，造成脊柱

畸形，甚至波及整个脏器尤其是胸廓的发育，给

他们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不良影响。书包荷重怎

样才算恰当与合理？一般认为，应控制在学生

体重的10%~15%。国家卫健委在推荐性卫生

行业标准《中小学生书包卫生要求》中明确，学

生背负的书包重量不超过学生体重的10%。

但据该媒体记者的随机调查，53人中书包重量

超体重10%的就达48人，占比90%；书包重量

超体重15%的有26人，占比49%。

书包超重由来已久。这几年，虽有不少学

校通过设立“无作业日”、发“轻松袋”、“书包留

校”等活动，为书包“减重”，但效果却并不理

想。为学生减负，就当重新审视办学理念、矫正

认知误区、补齐教育短板。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共同施策，

切实推进书包“瘦身”行动。教师要改进教学方

法，尽可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各种练习、在课

后延时服务中完成大部分作业；学校要优化作

业设置，减少作业中的重复性内容；完善学校保

障服务，用足用好学校储物设施，有选择地保留

学生个人物品并予以妥善保管；家校联手，通过

劳动课、主题班会、家务劳动等方式，教学生整

理书包的技能，还可开展书包卫生知识竞赛、书

包整理比赛、书包卫生小能手评选等活动，促使

学生养成整理书包的好习惯。

减负从书包“减重”抓起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近日，一批985高校准毕业生主动选择“延毕”，甚至故意挂科

获取留校资格的新闻在网上传播，引发社会关注。媒体一项调查显示，超过七成

的受访大学生表示身边有选择“延毕”的同学。没有修完学分或没完成学位论文

是大学生“延毕”的首因，其次就是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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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政策决策和

实施过程中，学生不能缺位，应问需于学

生，问计于学生。

教育决策学生不能缺位

□谌 涛

今年高考期间，不少河南考

生在参加完首场考试后，纷纷吐

槽统一配备的文具难用，主要问

题在于漏墨弄脏卷面，写着写着

就断水了，书写不流畅等。有关

部门在回应时称，统一配备文具

是为了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防范

作弊，笔是通过公开招标采购的，

购笔费用是由财政承担的。

由此可见，河南免费为高考

考生统一配备文具，本是好政策，

但在实际执行中，笔的质量问题

影响了众多考生的切身利益，最

终表明这一政策没有实现应然目

标和实质正义。河南缘何“好心

办了坏事呢”？在笔者看来，决策

程序上的瑕疵是重要原因。

高考是莘莘学子在人生成长

道路上的一道分水岭，高考过程

中再细微的变化也会涉及众多学

子的利益。从公开的信息看，河

南这一政策的出台和实施过程，

有评标专家，有正规的采购渠道，

有教育主管部门的决策，但遗憾

的是，唯独没有利益相关方——

学生的参与。如果在招标中考虑

广大考生的意见，那个名不见经

传的品牌或许就进不了采购名

单，如果到货后对产品进行认真

抽检，并请学生试用，那些影响考

生答题的笔或许就进不了考场。

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保

障。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程序

暂行条例》中规定，“决策事项涉

及特定群体利益的，决策承办单

位应当与相关人民团体、社会组

织以及群众代表进行沟通协商，

充分听取相关群体的意见建

议”。一项涉及众多考生重大利

益的教育决策，在决策中和实施

中既没有学生参与，也没有学生

意见的表达，明显存在程序上的

瑕疵。正因如此，也就少了一道

防范问题与风险的“防火门”。

教育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取决

于社会及公众，尤其是政策对象

对政策接受与否。当然接受的前

提是对政策的认同，而认同不仅

在于教育政策的实质正义，也在

于程序正义。现实中，除了政策

结果是否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会

影响人们对政策的态度，政策的

程序也会影响人们的感受和实质

正义的可接受度。教育政策的实

质正义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正义，

而程序正义让正义以看得见、感

受得到的方式实现。

教育政策主体掌握社会公共

权力，有其主观性，意味着存在恣

意、专断和自由裁量的可能，在缺

乏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容易导

致公器私用，客观上需要以程序

防权力“任性”，把权力关进制度

的笼子，从而保障教育政策主体

行为的正义性。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

教育政策利益相关方的学生权利

意识、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对学

校、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决策和

实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

中，作为教育管理者的主管部门

或者学校，如果仅仅考虑出发点

和立足点的正当性，停留在“没有

私心，都是为了学生好”的层面，

而忽略了必要程序和学生的参

与、意见表达，即便教育政策的实

施最终取得了预期效果，也不可

能得到服务对象的认同和理解，

出现“好心办了坏事”的结果。缺

乏教育政策程序正义，就没有教

育政策实质正义，也就没有教育

的和谐发展。

在涉及学生重大利益的政策

决策和实施过程中，学生不能缺

位，应问需于学生，问计于学生，

让学生拥有充分自由的发言机

会，利益诉求得到重视，保障学生

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

权。这既是依法治国对教育政策

主体的基本要求，更是提高教育

政策科学性和民主性，实现实质

正义的有效保障。

□朱建人

浙江省2023年中考已落下

帷幕，杭州市的中考作文题让我

顿觉眼前一亮——这，才是当下

考试作文题让人欢欣的模样。

作文题是这样的：“在班会课

上，给学弟学妹们做一次主题分

享。可以讲述你努力实现心愿的

过程和体会；可以就如何实现心

愿谈谈看法，给出建议。请拟写

发言稿。”

我认为：第一，这样的文章是

ChatGPT 无法替代考生完成

的。用ChatGPT可以写成一篇

像模像样的同题作文，但肯定无

法替代作者独一无二的感受和思

考，否则交流探讨就失去了实际

意义。

第二，这个作文题中的“任

务”是每个考生都具备完成条件

的。因为心愿是主观、随性的，每

个考生多多少少会有这样那样的

生活体验，除非你没心没肺到对

这个世界完全没有了感知和想

法。因此，对于这道作文题，考生

提起笔来无从下手的情况几乎不

可能存在。

第三，这样的任务设计照顾

到了不同思维风格的考生，无论

是偏于感性认知的，还是趋于理

性思考的，都能够在其中找到自

己要表达的角度。他们可以抒写

自己曾经实现心愿的美好故事，

抑或叙写未能实现某个心愿所生

发的反思，也可以就实现心愿的

条件、路径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对考生而言，文体的选择是在自

然无痕的状态下完成的。

第四，这样的作文题让那些

“好词好句”一无用处，也让“素材

拼装”式的作文技巧彻底失效。

它比拼的是你对生活感知的用心

程度，呈现的是你对言语表达的

得体水平。而对于那些一心想着

押题套作的考生，这样的考题直

接会让他们碰一鼻子灰。

第五，这样的考题才是真正

具备客观、公平的“遴选”功能

的。在每个考生都有话可说，又

能实话实说的情况下，能说到什

么水平，则是各不相同的。你的

文化内涵，你的人格修养，你的表

达能力，都可以在这篇600多字

的作文中得以体现。只要阅卷者

稍有些语文涵养，面对那些作文，

必定高下立判。

由此，可以断定，如此平实而

智慧的以实际生活需要为任务驱

动的考题，正是当下深化课程改革

的方向所在。它明确地告诉了考

生，作文可以写什么，怎么写；它也

深刻地提示了教师，作文应该教什

么，怎么教；它更有力地示范了作

业改革，可以改什么，怎么改！

纵览省内外诸多中考作文

题，甚至不少高考作文题，依然普

遍存在着不甚严谨以误导考生、

故弄玄虚以为难考生、故设陷阱

以捉弄考生等倾向，让考生拿到

考题不会写、不敢写，甚至不想

写。这实在是令人遗憾的。

让作文成为学生当下生活的

真实需要，让考题对考生友善些，

再友善些，这或是中高考作文命

题应取的价值与必需的态度。愿

今年杭州市的中考作文题能成为

未来命题改革的前进标杆。

为杭州中考作文题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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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作文成为学生当下生活的真实需要，

让考题对考生友善些，再友善些，这或是中

高考作文命题应取的价值与必需的态度。

近日，江西“高校食堂吃出疑似老鼠头”事件
持续发酵，逐步演变成轰动全国的舆情事件。目
前，高校食堂外包给餐饮公司的现象十分普遍，需
要注意的是，不少高校食堂档口经营门槛较低，商
户只要交钱就能从餐饮公司那里接手一个档口，
食品安全堪忧。如何健全监管机制，切实保障高
校食堂食品安全，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王 铎 绘）

高校食堂
别成“失管地带”

如何看待大学生主动“延毕”
理性应对
“延毕”率走高

□夏熊飞

“延毕”率走高如果放在几年前，高校估

计会如临大敌，因为社会对延迟毕业往往带

有偏见，不仅会给“延毕”学生贴上“差生”标

签，“延毕”率高的学校在教学质量上也会遭

受质疑。

面对就业新形势、社会新观念、学生新做

法，学校要改变将延迟毕业视为洪水猛兽的

态度。只有抛弃旧的刻板印象，才能设身处

地换位思考，理解学生们主动选择“延毕”的

初衷，进而在服务、管理上做出调整，让“延

毕”学生感受到来自学校一视同仁的关怀。

面对“延毕”学生较大幅度增加的现象，

高校一方面要主动对接，了解清楚学生选择

“延毕”的真实原因，帮助他们分析利弊得失，

让学生明白“时间换空间”战略的优势及劣

势，让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理性选择；另一

方面，在教学管理、食宿安排、就业指导、心理

关怀等方面也要予以重点投入，继续做好服

务，让做出“延毕”决定的学生不至于在学习

生活上“难上加难”。

当然，在做好具体的服务、管理工作外，

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思考如何应对“延毕”率走

高的问题。如一大部分主动选择“延毕”的学

生是为了保留应届生身份，在呼吁“同等对待

大学毕业生，不以毕业年限加以限制”的当

下，不如逐渐淡化应届生身份，并取消相应的

特权。还有一直被强调的学分制，在很多高

校并未充分施行，“到点毕业”仍是常态，如果

学生都能充分享有自主选择权，根据学分达

标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毕业时间，或快或慢、或

迟或早自己说了算，那也就不存在为了争取

空间或保留应届生身份而选择“延毕”甚至故

意挂科了。

“延毕”率走高，尤其是学生主动“延毕”

现象的出现，呼唤着高校育人理念的迭代、教

育顶层设计的革新，与时俱进方能适应新常

态。期待高校以更加科学、人性、有爱的教育

制度、服务管理，让每一名按时抑或延迟走出

校园的毕业生都学有所成、无惧挑战，实现自

我价值与人生的出彩。

□李 平

眼下，持续增长的就业压力下，有着延期

毕业打算的大学生越来越多。有调查显示，

追求“应届生身份红利”成为这些学生主动

“延毕”的重要原因。

高校延迟毕业制度和允许少数优秀学生

提前毕业的做法，其初衷是允许大学生学习

年限有一定的伸缩性，在保留学生身份的同

时，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比如创业、留学、结婚

生子等。但不少学生选择“延毕”，更多的是

出于一种对现实的逃避及恐惧心理，也就是

说，在暂时找不到理想工作的情况下延迟毕

业，保留应届生身份，继续享有同等的机会和

红利。他们中有人不惜挂科来获得一个“延

毕”的名额，打算利用在校期间较低的生活成

本及学校的资源，继续考研、考公来延缓进入

社会的时间。

延期毕业不应成为一种时尚。“延毕”虽

然换来了继续在校学习的时间，但“延毕”的

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诸如面临很多“机会成

本”的损失；“延毕”期间缺少家庭支持，经济

压力、心理压力陡增；盲目选择“延毕”，可能

会陷入“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窘境，稍不自

律，这段宝贵的时间很容易被荒废，不仅达不

到目的，反而容易失去拼劲、意志消沉，等等。

逃避式“延毕”的背后，折射出一些学生

价值观混乱、择业观不够清晰。他们就业预期

普遍过高，向往一二线城市，不愿意去中小城

市，不愿意从基层做起，盲目追求大企业、体制

内、高薪水等。事实上，就业压力在短期内并

不会消解，而且随着“延毕”学生的数量增加，

就业压力只会无限后移。想借助“延毕”躲开

就业高峰，非常不现实。对于这部分学生来

说，不如及时转变观念、调整心态，降低自己的

就业期望，主动迎接就业挑战。

逃避式“延毕”不可取。校园这个“避风

港”只能暂避一时，该面对的难题，迟早要去

面对。对此，学校应加强管理和监督，引导他

们端正认知，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鼓励他们

尽早就业，并做好就业帮扶工作，帮助他们顺

利步入社会。

逃避式“延毕”不可取

□付 彪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延迟毕

业，以更好地规划未来。在难就业、强竞争的

现实背景下，教育部多次提出，高校毕业生从

毕业之日起两年内为择业期，择业期内未落

实就业单位的毕业生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同

等待遇。

在很多人眼中，“延毕”是一个贬义词。

不论是主动申请还是被动选择，常常与家庭

变故、生理疾病，以及挂科、毕业设计不合格

等学业问题画上等号。一旦“延毕”，学生很

容易被人以有色眼镜看待，背负的压力倍

增。比如，“延毕”会导致时间和经济成本的

增加，会被用人单位看成是能力不足、抗压性

不强，就业机会减少、就业竞争力受到影响

等，让选择“延毕”的学生深受困扰。

笔者以为，对于学生主动“延毕”，大可

不必谈之色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

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应

该被尊重和包容。人才是多样性的，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节奏和生命轨迹，“掐着表”

要求学生在同一时间毕业，并不符合人才成

长规律。当下就业形势较为严峻，据教育部

统计，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达 1158 万人，同比增加 82 万人。在此背景

下，一些学生不打算马上进入就业市场，而

是给自己一个“缓冲期”，对目标行业的就业

形势、职场发展路径多一些了解，重新审视

自我，根据自我能力及时进行调整和充电，

充分利用这来之不易的时间朝着目标努力，

以期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

希望社会不要急于否定主动“延毕”的意

义，尊重学生们的个性化选择和尝试。当然，

每个人对自我价值的寻找、人生方向的抉择

不能盲目，只有在做好规划的前提下，经过深

思熟虑，才能让自己不囿于现状，做出更为开

放、理性的人生选择。

对“延毕”不必谈之色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