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 平

面对复旦大学推出的“先修计

划”，也夹杂着不少质疑的声音。

正所谓“名校无小事”，像复旦

大学这样的知名学府，有任何风吹

草动，都会触动全社会的敏感神

经。老百姓产生一些困惑及不解，

实属正常。

实际上大家最为担心的，不外

乎两点：该计划会不会与招生挂

钩？该计划会不会只针对少数高

中及尖子生，且费用不菲？假如高

校真以“先修课程”的开设作为幌

子，行“掐尖”之实，那触及的是教

育公平底线，的确是会人人喊打

的。何况根据以往的经验，也不是

没有过类似的社会乱象。

当我们仔细了解复旦大学的

“先修计划”后，不难发现：该校此

次开放大学课堂，有着十足的诚

意，而且尤为注重“普惠性”和“公

益性”。在学科数量上，除了文史

哲，还有经济、生物、医学、药学等

共十大学科门类，学生的选择空间

较大；在受众上，面向全市所有高

一学生，不设招生门槛，不收取费用等。在时

间上，课程至少持续一年，绝不是敷衍了事的

“一锤子买卖”。

然而，毕竟高校“先修课”仍处于探索阶

段，尚不成熟和完善。作为高校，还是需要秉

持初心，不但敢于直面质疑，更应把“先修课”

的探索之路走得更稳更好，真正肩负起知名高

等学府应有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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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评论
致读者

《教育·评论》版全新改版了！聚焦当下教育热点难点的评论一直是《浙江教育报》的拳头产品，从本期开始，我们加大了出刊力
度，版面从之前的每月一期增加到了每周一期，每周三与读者见面。在内容上，不仅对《求智论见》《一线声音》栏目作了调整，还增
设了《晓说教育》《六理观察》等专栏。此外，我们还会定期推出《网络快评》等栏目，敬请关注。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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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

近日，复旦大学推出“拔尖学科高中先修计划”，允许全市高一学生利用周末在该校
选修中文、历史、经济、哲学等相关课程，与名师面对面交流，同时可自由享受图书馆资
源，参与各种校园活动。先修学堂于3月份开放报名，不设招生门槛，不收取任何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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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李晓鹏

华东师范大学新学期开设了一门

“家常菜”课程，引发舆论关注。据报道，

这门课由该校后勤保障部开设，总共18

学时，包括基础的烹饪理论知识和家常

菜肴、面食、点心的烹饪实践。授课教师

刘玉红还曾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这

门课的考核方式是理论加实践，实践考

试就放在学校食堂，成果请全校师生来

品尝。

不仅有学分，还能真学到本事，这门

课让网友们看了之后羡慕不已。学校方

面则表示，去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全面加

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要

求把劳动教育作为通识必修课。根据这

份文件要求，学校在课程设置上进行了

尝试。除了“家常菜”课程外，该校另一

门“劳动与生活”也是这学期的新增课

程，内容重点是教授房间的收纳整理、植

物的认知养护等生活必备技能与常识。

从课程设置上讲，华东师大的安排不

失为一种“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理念的

实践。教学不仅仅是专业学科教师的事，

也是食堂大厨和保洁阿姨的事。学校本

质上是一个育人机构，根本任务是育人，

既如此，每个环节、每个员工都承担着育

人的工作。专业的学科教师，教授给学生

的是专业的知识；大厨和保洁阿姨，则可

以让学生习得打理好自己生活的能力。

一种是知识，一种是能力，对于学生走向

未来的生活，都有极大的裨益。

通过与学生的接触和交流，不管是

教师还是学校员工，都有着“身正为范”

的义务和责任，以教育工作者的自觉，去

感化人和教育人。过去，我们更多习惯

于由专业教师来承担育人这一角色，认

为在课堂上讲授知识是“教书育人”的主

要形式，并没有意识到学校的职工也承

担着教育者的角色。除了华东师大这

样，邀请食堂大厨给大家上家常菜的课

之外，更多的教书育人，还体现在日常与

学生的交流之中。比如，学校的办事人

员和颜悦色对待每一个学生，宿管阿姨

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工作，甚至就是食堂

员工打菜时候的抖勺手法，以及门口保

安的一声招呼，都能在潜移默化中让学

生培养如何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

学校不仅应当教会学生知识，更重

要的是培养学生安排好自己人生的能

力，其中就包括了劳动能力。通过全员

教育的方式，让学生从言传身教中体会

到劳动的魅力，当然是很好的。不过，这

仅仅是开始。还应意识到劳动教育是全

过程的参与式的教育，会做菜是自己能

力的一种体现，而劳动有着更为丰富的

内涵，除了提升自己的生活技能外，更应

当考虑如何与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和需要

合拍。笔者在兰州大学就读期间，经常

要到学校周边的黄土高坡上去植树。这

几年回到母校，发现学校周围原本荒凉

的山坡已经绿树成荫、郁郁葱葱。看到

我们一代代学生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改变

环境的成果，自豪感油然而生，这是无论

多少堂课都无法达到的效果，这就是最

好的劳动教育。

这也说明，劳动教育其实是一个通过

劳动实现育人目标的系统化的教育过程，

这个过程不仅体现在“所有人都是教育工

作者”的全员教育中，更体现在要把劳动

教育与时代发展需求相结合的过程中。

让学生明白，劳动不仅仅有益于自身的发

展，更有利于社会的发展，通过我们的双

手，不仅能改变自身的生活，还能改变社

会的环境。这才是真正的劳动教育。

□胡欣红

据媒体报道，云南教师农加贵任教的落松

地村曾是让当地人闻风丧胆的“麻风村”。1986

年，时年19岁的农加贵成为这个村子第一个也

是唯一一个小学教师。从19岁到54岁，农加贵

白天教小学生、晚上给村民开办扫盲夜校，在大

山深处的村小坚守了35年。

“这才是国家和民族的脊梁，向农老师致

敬”“四有教师，吾辈楷模”……农加贵的事

迹，深深震撼了公众的精神世界，洗涤了人们

的心灵。

人生而平凡，农加贵却活出令人敬仰的不

凡。他也曾彷徨过，只是考虑临时“留下试一

试”，却在孩子们渴望读书的眼神和村民们对改

变命运的希望中，一年又一年地留了下来。让

他战胜恐惧的并不是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身

为教师的那一份诚挚初心。村民们的体贴和尊

重也让他倍感温暖，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对孩子的关爱并

不是挂在嘴巴上的，而是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

之中。让这些孩子有书可读，支撑这个质朴信念

的是对学生的一颗赤诚之心，对教育的满腔爱

心。这种不言之爱，才是真正的大爱，这正是师

者的最高境界。诚如有的评论者所言，农加贵

之于这个曾经的“麻风村”，已经不只是简单的

职业教师，而是教育的布道者。

播撒希望，收获成果。35年的坚守，燃起了

一村人心中的希望。1992年，农加贵教的第一

届12个学生全都顺利考上了初中，分数最高的

学生甚至超过了录取分数线90来分。孩子们实

现了走出去上学的梦想，让“麻风村”里的人看到

了“读书改变命运”的希望，为“麻风村”注入了生

机与活力。“影响一个孩子6年，就可以改变一个

家庭6年甚至60年命运”，农加贵的坚守，不仅

是在教书育人，更是在践行教育扶贫的神圣使

命，为脱贫攻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人一校，在“麻风村”里坚守35年的农加

贵，只是乡村教师的典型代表之一。像他这样

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常常一次又一次地触动

我们的心灵。在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颁奖

盛典上，一根扁担17年坚守，担起乡村未来的

80后教师张玉滚，曾让很多人潸然泪下。人们

既感动于他的坚守，也感慨于乡村教育的未来

和希望。

乡村要振兴，关键靠人才。在脱贫攻坚战

取得全面胜利，转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新起点，提升乡村教育质量被赋予了新的历史

使命，期待着更多农加贵式教师的用心奉献。

无论从个体命运，还是整个乡村发展来看，教育

都有着不容置疑的价值。正是有了农加贵、张

玉滚们的坚持坚守，才让乡村的孩子们获得了

读书的机会。孩子们未必都能考上大学、走出

乡村，但他们一定是乡村脱贫、改变乡村命运的

重要力量。

“只要村子还有一个孩子需要老师，我就会

继续教下去。”一个人扛起了整个村的教育，农加

贵既是“经师”，更是“人师”。国运兴衰，系于教

育，关键在教师。每一位托起乡村教育希望的教

师，都令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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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
学做菜仅仅是开始

如何看待复旦大学“先修计划”？

□杨朝清

最近，复旦大学的“先修计划”迅速吸引了公众的注

意力。

在笔者看来，复旦“先修课”是贯彻落实《深化新时代

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关于深化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内

容的一种举措，也是高校开放办学的产物。高校将优质教

育资源共享给高中生，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同时有助

于培养更多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拔尖人才。

从“先修计划”的内容设计来看，不仅在于知识传

授，还具有文化浸润与精神洗礼的功能。比如，可以参

观复旦这所百年学府的实验室，到图书馆借阅图书，在

校园里听讲座……对于高中生来说，可以借此加深对学

科和专业的理解，还能够提前体验高校生活，给自己注

入强大的精神动力。有了复旦大学“先修计划”，就为当

地所有高一学子提供了额外的精神食粮，学有余力的学

生可提前选修大学课程，开阔视野；更多的高中生则多

了提前走近大学生活的新体验。

早在2014年，复旦大学就开启了与上海部分中学联

合探索建构创新人才早期培养机制。从原先的复旦名

师走入中学的形式拓展到如今的高中学子走进复旦校

园，复旦大学“先修计划”进一步强化了复旦大学与高中

学子的紧密互动。

说到底，原本神秘的高校敞开了大门、开放了课堂，

让高中生们从此有了更为丰富的选择空间，“进一寸有一

寸的欢喜”。从此角度而言，复旦“先修计划”善莫大焉。

□程振伟

复旦大学开出的“先修计划”，促进了高中和大学教

育之间的衔接，值得肯定。

不可否认的是，眼下中学与大学教育还存在脱节现

象，最直观的表现是，一些高中生因为缺乏对学科的全

面了解，选专业时一脸困惑、迷茫，最终盲目选择，造成

培养资源和个人禀赋的错配；还有的上大学后难以适

应，迟迟进入不了学习状态……因此，社会呼吁高中和

大学教育之间多一些衔接。

事实上，不少地方近年来都在推动高校先修课程的

开设，一些高校也不同程度地做过一些尝试。眼下，复

旦大学在这方面显然迈出了更大的步伐，有利于进一步

发挥衔接中学与大学教育的作用。

此处的“衔接”，不光是知识能力的衔接，更多是学

习兴趣、学科认知的衔接。一般来说，高中生对中文、哲

学、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认知普遍不够全面，甚至受

到社会上“基础学科专业不好就业”偏见的影响。而通

过大学教师现身说法、及时引导，有助于他们更深入地

了解这些学科的前沿动态、研究全貌、发展前景等，培养

起兴趣，打好一定基础，并坚定将来从事相关基础学科

学习研究的决心。

希望复旦“先修计划”能成为火把，一扫学生求学之

路上的迷茫，使他们尽快建立对基础学科的科学认知。

也希冀越来越多的高校开门办学，为大学与高中教育更

好地衔接搭建“桥梁”。

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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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秉
持
开
放
课
堂
的
初
心

让高中生多一种选择

促进高中与大学教育更好衔接

寒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孩子被线上课程广告“包
围”，不少机构以低价噱头引家长“入网”。然而，低
价课程仅是点到为止，只有购买正价课才会系统讲
解。在线教育领域充斥着市场营销、引流套路，让不
少人大跌眼镜。在互联网行业，低价引流、吸引用户
是惯用手法。教育不同于其他消费产品，关系孩子
的学习成长。授课变“售课”、教育成“生意”实属不
该，也应引起高度警惕。

（王 铎 绘）

少一点网课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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