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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近日，网曝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校区学生毕业展作品被“熊孩子”糟蹋

损坏。视频中，多名小孩坐在一件气泡作品上，另有孩子在作品上随意踩踏玩耍。该校

刘姓同学称，看到后很气愤，觉得非常不尊重学生的劳动成果。事实上，这并非个案，毕

业展对战“熊孩子”的戏码，几乎每年都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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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13岁时父亲意外离世，他

立志努力读书，顺利考进清华

大学后，却不幸失去站立的能

力；两年后，他凭借强大的毅力

回到了校园，在轮椅上继续自

己的学业……清华大学数学系

博士生朱晓鹏的励志经历曾打

动不少网友。6月25日，朱晓

鹏顺利从清华大学毕业，即将

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历程。

大学里的励志故事有很

多种，像朱晓鹏这样“拖着并

不便利的身体，在学习、科研

的路上一往无前”的，实属难

得。而朱晓鹏博士毕业论文

里的那句话——“只要我还活

着，我就要继续追寻我的梦

想，继续在科研道路上前进”，

尤为令人感动。

相比朱晓鹏的励志，他如

何用好大学给予的深造机会，

则更有意义。据报道，学校教

师为他调换了更方便的上课

地点；数学系的一名校友给他

捐赠了电动轮椅；学校专门为

他和妈妈安排了有电梯的公

寓；原先学化学“需要做实验”

身体不允许，他就改学数学；

本科学习优异，他获得直博机

会；导师经常关心他的身体。

大学的精髓，不仅在于培养多

少优秀毕业生，更在于培育了

多少优秀的“精神”文化。一名

因残疾身体功能严重受限的大

学生，在大学里实现自我价值、

不断发展成长，正是对大学精

神的诠释。

清华大学给予残疾学子

的，岂止是受教育机会，更是残

疾学子和社会的“双向奔赴”，

印证了“教育在成就人发展人

上的无限可能性”。朱晓鹏和

同学一起创立了清华无障碍协

会，专门研究学校的无障碍设

施建设，关注无障碍立法等，如

今他将踏上去新疆大学任教的

新征程，希望自己继续潜心科

研，多出一些成果，“在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光彩”。

无独有偶，不久前媒体报

道，被称为“中国霍金”、完全不

能站立走路的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计算机学院学生邵镇炜，现

在继续在母校读研，通过研究

开发，让原本只能理解语言文

本的ChatGPT和GPT-3有了

一双“眼睛”。

高校善待、成就残疾学

子，理应成为典范。中国残联

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高

校残疾人毕业生达到 31843

人，比2022年多2294人，创历

年新高。

残疾学子上大学，对高校

的无障碍环境创设、救济保障

等相关工作提出了要求。我们

更希望看到，从高校毕业的残

疾学子被社会温柔以待。保障

残疾学子平等就业权、职场发

展权，让他们有和普通人一样

的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与便

利，考验的是社会治理能力和

水平。类似“轮椅博士”的故

事，也应在他们步入社会后得

以延续，希望社会对残疾学子

的爱心接力，更为顺畅平稳。

残疾学子与学校“双向奔赴”
不只是励志

●一名因残疾身体功能严重受限的大

学生，在大学里实现自我价值、不断发展成

长，正是对大学精神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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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高校毕业季，择业问题再

次被摆上桌面。毫无疑问的

是，知名央企、地方国企等招聘

岗位的“内卷”程度也在不断加

剧。近日，有网传截图显示，

224名世界名校的硕博生应聘

中石油的某综合行政岗，而这

个岗位需求仅为1人。

有人调侃，高才生的尽头

是中石油。这其实也没什么好

调侃的，人家薪资高、福利好，

就算有点“傲娇”也是人之常

情。一句话，“神仙打架”“太卷

了”的感喟背后，是相关岗位超

高且诱人的性价比。

就业乃民生之本。今年的

工作，不是太好找。虽然中国

经济不断回暖，带动整体就业

面扩大，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

呈现连续下降趋势，但与此同

时，依然有大厂不断传出裁员

消息，网约车公司也爆出司机

人满为患，不少人仍在经历失

业之苦，尤其是抗风险能力更弱

的青年群体。这个感受，是有权

威数据印证的。比如今年5月，

我国的青年调查失业率连续6

个月上升后达到20.8%。而今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达1158

万人，创历史新高。

在工作不是太好找的时

候，金光闪闪的好岗位就更珍

贵了。“数百个名校生竞争行政

岗”，很多人照例是要吐槽一下

的：要么怪人家岗位太好，要么

怪这些毕业生太功利。但有一

个共识还是要明确的：不管是

什么学校的毕业生，都有选择

好工作的权利。退一万步说，

即使他们的择业观出了问题，

也是多方面的问题，而不是毕

业生一家的事。

“数百个名校生竞争行政

岗”，这固然凸显了今年的就业

难，但也不能忘了，有些“难”是

结构性的。最近，杭州临平某

传统机械类上市公司招聘负责

人张女士说，公司的应用工程

师和机械工程师岗位非常缺

人。公司给专业对口的应届本

科毕业生开出了每月1.2万元

的薪资，原计划招聘50多人，

努力了半年，却只招到了2名

毕业生。

这已经不是“钱没到位”的

问题了。数据显示，2022年，

杭州市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

均工资为85821元，换算下来

月均7000元出头。换句话说，

工资不低，人却不好找。这让

人想起去年国家统计局发言人

在谈及青年人就业时提到，“青

年群体初次进入劳动力市场，

普遍面临摩擦性失业困境”。

所谓“摩擦性失业”，其实就是

学的和做的不是一回事，以至

于“招工难”和“就业难”并行不

悖。这里可能有毕业生的“长

衫心理”在作怪，但更多的还是

“所学非所用”的老话题。

高学历的毕业生，有追求

高薪职位的自由。但一个行

政岗该不该匹配如此豪华的

人才阵容，确实值得相关部门

好好去思考和总结。说到底，

择业自由是必须呵护的底线，

而要解决“数百个名校生竞争

行政岗”的困局，不能靠道德

说教，而应该靠经济提振和教

育发展。

数百个名校生“卷”知名央企
行政岗，折射了什么？

●择业自由是必须呵护的底线，而要

解决“数百个名校生竞争行政岗”的困局，

不能靠道德说教，而应该靠经济提振和教

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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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萌

“这不只是一张简单的录取通知书，它承载了

古法造纸工艺与复旦先进科技，并诠释了‘博学而

笃志，切问而近思’的精神。”近日，2023年复旦大

学本科录取通知书全新亮相，校长金力如是介绍。

网上图片显示，该款录取通知书整体设计采

取古典风格，封面整体色调为复旦蓝，象征着新生

的希望与朝气，封底为复旦大学校训“博学而笃

志，切问而近思”，代表着对新生的期冀与寄寓。

值得一提的是，新版录取通知书首次以复旦科技

成果“复活”的开化纸为载体，邀请名师大家和师

生共同书写通知书正文内容。

据介绍，开化纸诞生于浙江省开化县，被誉为

中国传统手工纸皇冠上的明珠。开化纸造纸工艺

始于明，盛于清，许多清初名贵典籍均为开化纸写

印。清中叶以后，由于战乱频仍，加上核心原料荛

花逐渐枯竭，工艺随之失传。2017年年底，通过

高分子材料、化学、生物、古典文献等多学科的联

合探索，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成功“复活”失传已久

的开化纸工艺。“复活”的新开化纸纸质轻薄柔韧、

洁白如玉，其理化指标已接近古纸水平，纸张保存

寿命在千年以上，不仅适合古籍修复、书画创作，

且可用于印刷。

由此来看，薄薄一张纸片，确实不只是一张简

单的录取通知书，在注重“颜值”的同时，更是凝结

着中华民族厚重的历史传统和复旦大学深厚的科

学底蕴。

除了复旦大学，不少高校的录取通知书都

很“走心”，可谓各有千秋、创意满满。众所周

知，每份录取通知书背后都承载着个人的梦想

和远大的抱负。尤其对于即将步入人生新阶段

的大学新生来说，在这特殊的时间节点，一份精

心制作的录取通知书传递着学校对新生的用心

与热情，可以看作是学校给新生及其家长的第

一份礼物。

高校创意录取通知书以对大学精神及学风

的诠释，为即将开启未知之旅的新生树立了精

神路标。进一步说，录取通知书作为文创产品，

有着较高的纪念意义和收藏价值。一份用心设

计的录取通知书，往往蕴含着学校的专业特色

和文化内涵，是办学文化在方寸之间的凝练和

展示。近些年来，不少学校的创意录取通知书，

就是在校相关专业的学生参与设计的，这也是

学生们参与校内实习实践、检验自己所学所练

的好时机。

在数字化时代，高校善于挖掘录取通知书背

后的教育教化功能，在设计上既注重美观性、收藏

性，又突出设计感、纪念感，这样的录取通知书就

不仅仅是“邀请函”，更彰显了大学精神，是意义非

凡的“第一课”。

创意录取通知书彰显大学精神

暑假怎么就
“最可怕”了？

近期，不少网友通过截图方式，集齐了从幼儿园
到高中二年级的渲染“暑假最可怕”的“带课老师”。
暑假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那些贩卖焦虑的人。近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严防严查违法违规开展
线上培训和广告宣传等问题。还望家长和师生能从
焦虑中走出来，把暑假真正还给孩子。

（王 铎 绘）

守护孩子的艺术天性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李 平

艺术展本是孩子看世界的一扇窗户，无奈现实中

屡屡上演“熊孩子”看展大肆破坏展品的一幕幕。

究其原因，除了孩子天生好动、好奇心重，家长看

护不周等，根本上还在于美育仍是“五育”中较为薄弱

的环节。

美学家蒋勋曾说：“一个人审美水平的高低，决定

了他的竞争力水平，因为审美不仅代表着整体思维，也

代表着细节思维。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培养他的

审美力。”美育，是培养孩子认识美、欣赏美和创造美的

能力的教育。美育的基础工程，就是从小培养孩子健

康的审美情趣。比如带孩子去看一场艺术展，不是走

马观花式的“打卡”了事，或去学习某种技法，而是为了

给孩子一种体验或熏陶，让他浸入式地感受艺术、享受

艺术。美育在个体生命的早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为“儿童是离艺术最近的人”。孩子从小经过艺术熏

陶，成为艺术与美的感受者和欣赏者，他们的眼里会充

满色彩，他们的观察力会更加敏锐，他们天生就拥有的

丰富的想象力及创造力更易得到保护。

没有美育的教育，是不完整的教育。此前，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

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把美育纳入各级各

类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学校教育各学段。近年

来，各地、各校在加强中小学美育工作方面进行了很多

积极的探索，学校美育工作在政策体系、育人导向、教

学成效、条件保障等各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

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教育管理者、校长、教师，还是家

长，仍存在一些误区，比如把美育简单等同于艺术技能

培训，难以充分展现美育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有着重应

试轻素养、重少数轻群体、重比赛轻普及等教育功利化

倾向；等等。

如何更好地守护孩子的艺术天性，让孩子拥有一

双发现美的眼睛，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去回答的课题。

美育不仅要把握好课堂教育主阵地，还需用好社会广

阔的大课堂，充分利用城市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比

如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等。社会文化教育机构也

应做好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工作，为孩子提供良好的

环境。

□夏熊飞

眼下，广大家长意识到美育的重要性，带

孩子去各大场馆观看艺术展，让孩子接受艺

术与美的熏陶，成为假期生活的常态。

美育须臾不可或缺。让孩子多接触艺

术作品，培养他们对艺术的兴趣至关重要。

但吊诡的是，观展本意是“美育从娃娃抓

起”，现实中却频频出现“熊孩子”破坏作品、

大声喧哗、追逐打闹等与美育背道而驰的

“丑态”。

殊不知，尊重和敬畏艺术也是美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知道一件艺术作品得以呈现

在观众面前，背后往往有着艰辛的创作历程，

创作者要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比如上海玻

璃博物馆那件永久馆藏“玻璃城堡”，是由艺

术家阿里巴兄弟历时3个月、花费500小时，

以特殊的灯工工艺——线圈技术纯手工打

造，过程极为复杂。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

一座纯手工打造的玻璃梦幻城堡，上海玻璃

博物馆曾为其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然而，

摧毁它，只需要两个“熊孩子”看展时追逐打

闹的那一瞬间。

跨一步皆是创造，塑一形总是艰辛。古

今中外的艺术家们用绘画、书法、雕塑等作

品，定格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瞬间。可以说，每

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其背后

的故事。孩子只有了解这些背后的故事，在

欣赏它们时才可能产生对艺术的尊重和敬

畏，从而避免踩踏、撕毁展品等不文明举动。

对于一些年龄偏小的孩子，尤其需要做好预

案，组织他们文明有序观展，让他们在一次次

的美育之旅中，提升对美与艺术的深层次认

知，让美育素养真正植根于他们心中。

当孩子成为各类艺术展的常客，家长一

定要记得教会孩子尊重艺术作品及其创作

者，别让孩子的“熊”毁掉一次次难得的美育

之旅。

让美育素养在孩子心中扎根

□付 彪

近年来，“熊孩子”在博物馆、美术馆等

文化场馆追跑打闹、胡摸乱碰、破坏展品的

事屡有发生。2020年，上海玻璃博物馆一件

永久馆藏“玻璃城堡”被两名小观众在追逐

中撞倒，导致展品严重受损；2019年，在佳士

得香港春拍“中国近现代书画”专场中，任伯

年的一件花鸟四屏画作还没开拍就撤拍，原

因是预展时被一“熊孩子”撕毁了……与博

物馆、拍卖场相比，各大美院毕业展的安防

措施相对不足，稍有不慎，展览就有可能变

成“翻车现场”。

毕业展是学生学业成果的直观展示，每

件作品都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这些展

品被“熊孩子”践踏，不仅是对学生劳动成果

的不尊重，也是对艺术之美的亵渎。一些家

长之所以乐于带孩子去观展，无非是想让孩

子从小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养孩子健

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孩子对美的欣赏力和创

造力。初衷虽好，但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并

教会孩子“文明观展”。

“熊孩子”屡屡大闹展会、破坏展品，其背

后都有“熊家长”的影子。孩子在公共场所行

为举止失控，最该反省的是家长。“文明观展”

是一堂必修课，家长和孩子应共同上好这堂

课。参观一个展览，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

家长需提前做好功课，了解相关规则；在观展

过程中，只有家长自发地遵守各项规则，孩子

才会有样学样。

但也要看到，孩子不是天生的破坏者，“熊

孩子”不该是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实践表

明，通过多方尤其是家长的正确引导，假以时

日，便能逐步培养孩子看展的兴趣及良好的行

为习惯，既让孩子学会遵循公共场所文明礼

仪，也能让孩子懂得欣赏、享受艺术之美。

重要的是教会孩子“文明观展”

展览对战“熊孩子”何时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