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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觉、学习、玩……谷爱凌的成长经历昭示

了一个基本道理：努力，并不是缺失理性的盲目无

谓的坚持，而是充满热爱的全身心投入付出！

谷爱凌，一个努力者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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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建人

谷爱凌霸屏了！乐观自信的

女孩谷爱凌刷爆所有社媒，成了新

春佳节无数社交网络群体和家庭

热议的高光人物。人们所关心和

议论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共同点，便

是她的成长经历和所接受的教育

是啥样子的。

笔者因此特意在网上浏览了

不少相关信息，其中最触动我的，

是谷爱凌母亲谷燕回答记者采访

时所说的那句话：“少表扬点他们

的聪明，多表扬点他们的努力。”这

句话在谷爱凌身上得到了印证。

赛后，谷爱凌说：“吃好睡好，同时

保持热爱，做一件事时，就要百分

之百投入。”“我参加冬奥会，从来

不是为了打败其他运动员，而是打

破界限，滑到我的最好！”在我看

来，这位被誉为“天才少女”的“青

蛙公主”讲这番话并非“凡尔赛”，

而是真情流露。对于一个禀赋很

高的孩子而言，淡化其先天条件，

强化其后天的努力是何等重要！

对照谷燕前面所说的，正是家庭中

有这样的教育，才有谷爱凌今天的

出色成绩和良好的态度！

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次听

课活动情景，一位国内知名特级教

师在上小学语文阅读课时，不时用

“嗯，你真聪明！”“嗯，你还要聪

明！”的话语在夸奖刚回答完问题

的学生，这让在下面观课的我心里

咯噔了一下——如此用比较级的

方式对班上学生的先天智商进行

评价，是否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

响？在不断的比较中，让弱者自

卑，使强者自傲。久而久之，会导

致学生心浮气躁或缺乏自信。问

题在于，这样的一种对孩子先天禀

赋无厘头的“赏识”情况在现实中

过于普遍，甚至可以说是蔓延于无

数的家庭和课堂之中！对于正在

成长的少年儿童而言，最糟糕的做

法恐怕是“因事论人”，并且往往无

所顾忌地强化对其遗传因素的臧

否！这对少年儿童的负面影响是

隐性而久远的。谷爱凌的成功案

例或许能给当下许多教师和家长

带来很有说服力的正面教育！

在最近的网络留言中，许多人

还对谷爱凌每天保持10小时的睡

眠表示艳羡，但估计这些人可能并

未理解这与谷爱凌取得骄人成绩之

间有何本质上的关联。谷燕说：“我

对谷爱凌的教育就是，第一是睡觉，

第二是学习，第三是玩。”这对于长

期受“悬梁刺股”“闻鸡起舞”文化熏

陶的国人而言，听起来感觉几近于

“玩物丧志”，哪有“努力”的影子？

或许这正是我国的儿童教育长期被

“内卷”下的一种自然反应！其实，

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努力”与一

个人消耗掉多少时间毫无关系，却

与投入精力的专注程度密切相关。

唯有足够的睡眠，才有高质量的学

习，以及十分投入的玩耍。就如谷

燕一直告诉女儿的那样：“睡不够哪

有精力玩儿！”连玩都没精力了，又

如何保障其高质量的学习，更何谈

极其艰辛的运动训练？

从朝气蓬勃的谷爱凌身上，我

们或许能够更加直观地去明白一个

基本道理：努力，并不是缺失理性的

盲目无谓的坚持，而是充满热爱的

全身心投入付出！

18岁女孩谷爱凌每天能睡足

10小时，依然不耽误她在北京冬奥

会上迎来自己人生的辉煌。

●只有真正让足球运动和竞赛在校园里、在青

少年中普及并开展起来，中国的足球自然会有更加

坚实的基础和更加肥沃的土壤，高水平足球人才才

会源源不断涌现。

“女足夺冠”给校园足球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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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 涛

2月6日晚，中国女足3∶2战胜

韩国女足夺得亚洲杯冠军，时隔16

年再次站上亚洲之巅！此次亚洲杯

夺冠的中国女足23人大名单中，唐

佳丽、张馨、赵丽娜、杨莉娜4位球

员都是由上海市普陀区培养和输送

的。普陀女足如今已经打造了以普

陀区金沙江路小学、梅陇中学、曹杨

第二中学为贯通的“一条龙”梯队模

式。由此可见，厚植校园足球发展

的沃土，为今天的女足夺冠奠定了

坚实基础。

从中国女足队员来源过分集中

可以看出，校园足球发展在不同地

区还极不平衡。厚植校园足球发展

的沃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矫正功利化的发展取向。当

前许多学校和地区将足球运动发

展的最终目标定位为升学和给职

业队、国家队输送人才。然而，发

掘天赋的前提是普及。只有让大

部分人参与了，才能使有才华的人

脱颖而出，然后再把他们选拔出

来，练出来，而不是挑选几名种子

选手，放弃学业狠狠地练。升学和

给职业队、国家队输送人才是足球

运动普及提高后水到渠成的果实，

功利化的发展取向使校园足球发

展和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不具有可

持续性和科学性。

校园足球的根本价值是育人。

发展校园足球最根本的目标是帮助

学生在足球运动中享受乐趣、增强

体质、健全人格、锻炼意志，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从小踢球的学生中，

绝大多数最终都无法踢上职业足

球，一个孩子通过在校期间参与了

足球这项运动，进而强身健体，增强

了团队协作的意识，享受了足球运

动和比赛的快乐，与小伙伴们成为

朋友，并因此热爱上这项运动，这份

经历是人生中宝贵的财富，也必将

终身受益。而这也正是学校教育价

值之所在。

推进体教深度融合，实现双

赢。意识决定行为，体育部门需摆

脱片面追求竞技成绩、忽略运动员

的文化学习的观念，在抓好足球普

及的基础上，开展足球运动员的选

拔与培养，与教育部门和学校共享

包括经费、训练场地、设施、教练员、

裁判等硬件和软件资源，在专业知

识、教练人才、技术支撑等方面为校

园足球发展提供支持。教育部门应

充分意识到足球的育人价值，打造

校园足球发展的载体，留足发展的

时间和空间，为运动员的文化学习

提供保障。如本次夺冠运动员中唐

佳丽、张馨的母校普陀区金沙江路

小学，长期着眼于“以球育德、以球

健体、以球促智”的目标，每个年级

的“女足班”都配备最好的师资力

量，保证她们的训练、学业两不误。

在打造专业女足队伍的同时，学校

打造了“快乐足球”课程体系，形成

校本课程，在全校普及。

配齐稳定足量合格的足球师

资。很多学校在开展校园足球时，

其活动的主要力量来自学校体育教

师，但他们大多缺乏足球专业背景，

也没有真正参与过足球教练员的专

业培训，专业素养和教学能力不能

适应。部分学校聘请校外足球教练

来校指导，但又没有将其纳入正规

的教师管理体系中，具有极大的不

稳定性，对学生的情况难以深入了

解，这就导致校园足球训练呈现不

连续性。应通过体教融合资源共

享、打通退役专业足球运动员到学

校任教的路径、加强体育教师足球

技能培训等方式，为学校配备稳定

足量合格的足球师资。

只有真正让足球运动和竞赛在

校园里、在青少年中普及并开展起

来，中国的足球自然会有更加坚实

的基础和更加肥沃的土壤，高水平

足球人才才会源源不断涌现。

□熊丙奇

推迟普职分流，是近年来不少人士提出的

建议。其主要针对的是普职分流所造成的分

流恐慌与焦虑。据了解，当前，浙江普通高中

招生计划占50％~55％，这意味着近一半的初

中毕业生将升入职业高中。普通高中毕业生

参加普通高考的录取率达到95％，职业高中

的升学比例为4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社会上的“中考焦虑”远超“高考焦虑”，也是

“双减”下家长担心孩子成绩下降而“被分流”

到职高的根源所在。

推迟普职分流确实应提上议事日程，在高

中教育逐渐普及之后，要对如何进一步发展高

中教育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眼下，浙江提出

“不过早进行普职分流”，表明这一议题已经进

入决策层视野。

在普职分流的情况下，即便提高普高录取

率，让更多初中毕业生接受普高教育，如把目

前的普职比从6∶4提高到7∶3，甚至8∶2，家长

还是不会满意，因为还会有20%、30%的学生

要被“强制”分流到中职。对此，大家都知道关

键所在，就是职业教育地位低、职校办学质量

不高，而提高职业教育地位与职校办学质量，

可谓任重而道远。

尊重现实的政策取向，不是“强扭”学生接

受职业教育，应该推迟普职分流。而推迟普职

分流，又有两种选择。一是取消中职，把所有

高中都办为普通高中，这是很多家长欢迎的调

整，学生都进普高，普高毕业后再分流，是进普

通院校，还是职业院校。“推迟普职分流，把高

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建议就是这一思路，

简单来说，就是普及普通高中教育，进而把高

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二是普职融合，把普高课程与中职（技职）

课程融合在一所高中学校里，把所有高中都办

为综合高中，学生初中毕业后进综合高中，在综

合高中，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自主选择普高课

程或技职课程，在高中毕业后根据高中选课情

况，以及自身能力分流到普通院校或职业院校。

浙江提到的“不过早进行普职分流”，采取

的是后一种方式。笔者赞成这种取向。一方

面，每个学生的能力和兴趣是不一样的，把高

中都办为普高，让学生学一样的普高课程，这

很难做到因材施教，会导致很多学生跟不上学

校的教学进度；另一方面，高中后的分流，也需

要之前的教育做准备，如果从小学到高中，学

生都不接触技能学习，这很难培养学生崇尚技

能的意识，高中毕业后的分流，照样存在分流

焦虑与压力。

“不过早进行普职分流，普职融合举办综

合高中”的难点在于，给予学生自主选择课程

的权利之后，有多少学生会选择技职课程？如

果都选择普高课程，不愿意选技职课程，综合

高中就变为了普高。高中阶段的中等职业教

育课程形同虚设。

这就需要在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以及提高

技职课程质量上做文章。浙江提出，不要纠结

职业教育是“层次教育”还是“类型教育”，这对

于推进普职融合至关重要，学校培养什么样的

人才，就应该进行什么样的教育。包括综合性

高校的部分专业，也应该进行职业教育，进而

可以通过职教高考招生。按照这一思路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那就会有很多学生自主选择技

职课程，推进综合高中办学，形成普高（学术）

课程与技职课程平等建设、发展的局面。

“不过早进行普职分流”的政策取向如何落地

“学霸网红”要坚守
学术底线

□朱小峰

“学霸网红”的出现不是偶然，是知识多

元化在信息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一方面，需

要有一批专业人士通过通俗趣味解读的方

式，为大众提供专业知识传递，满足他们多领

域的知识获取需求。比如，2022年北京冬奥

会开幕后，由于国内观众对雪上和冰上项目

的竞技规则相对陌生，央视在每次转播比赛

时，都会安排专业人士为观众普及相关知识，

为他们顺利收看提供帮助。

另一方面，依托多种信息传播平台，比如

微博、B站、抖音等，罗翔、何同学等一批专业

领域人士，凭借着自身的教授、博士等学术身

份，充分发挥自己的网络传播能力，深耕网络

科普领域，既实现了专业知识的普及推广，又

为自己赢得了可观的粉丝流量，成为网络上

的知名 UP 主、平台大 V，“学霸网红”也由此

产生。

从终身教育的角度上说，“学霸网红”丰

富了全民学习的方法和内容，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大众参与学习的积极性，助力了民众

尤其是网民科学知识素养的提升。但是，知

识普及方式可以无界限，学术传播却是有底

线的。既然“学霸网红”的外包装是学术性

的，其内容也必须坚守学术性原则。

首先，网络科普的内容选择可以紧密结

合社会热点，在第一时间满足受众对于相关

知识的需求。但是，这种社会热点相关背景

知识，一定是学术领域的，不能为了哗众取

宠，把对知识的解读介绍延伸到娱乐领域，故

意制造无厘头、耸人听闻的效果，消解学术应

有的严肃性；其次，“学霸网红”在开展网络科

普时，要尊重学术规律，有一说一，“知之为知

之，不知为不知”。学术探究是无止境的，对

于未知的知识领域，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专业

知识，网络科普者不能为了追求流量，故意编

造、歪曲事实，对专业知识进行扭曲和主观臆

断，虽然听起来很“美”，却从根本上丧失了学

术道德。

新闻回顾 不久前，B站“顶流”UP主“老师好我叫何同学”因研发了“Airdesk”，

再次出圈。何同学、袁岚峰、毕导……这些活跃在网络科普领域的大咖，是网络上的

知名UP主、平台大V，也是现实生活中的博士、教授等，他们被网友赋予一个共同的

名字“学霸网红”。学霸成网红，备受追捧的同时也引发不少争议。

▲

“学霸当网红”需要担忧吗
“学霸网红”是网络上的一股清流
□夏熊飞

一些科学家、学者成为“学霸网红”后，

在网络上备受追捧，这似乎与民众对他们的

传统认知——严谨、低调、务实不太相符，有

人甚至据此得出了学术界风气变得浮躁的

结论。

其实大可不必上纲上线，“学霸网红”只

要不耽误正常的科研、学术、教学工作，在时

间、精力允许的前提下，利用网络传播各领

域的科技文化知识，成为科普的重要补充力

量，无论是对于普通民众接收理解深奥晦涩

的知识，抑或是这些学者改进自己的教学、

科研，皆大有裨益。

一方面，通过“学霸网红”生动、有趣、幽

默的讲解，一些晦涩难懂的概念、理论变得

通俗易懂，且容易被没有相关专业知识背景

的普通网民接受。可能有人会说通过“学霸

网红”学到的知识不够完整、缺乏深度，可科

普毕竟不同于课堂学习，追求的是在更大程

度上的知晓普及，事实证明，“学霸网红”的

出现，的确有助于丰富大众科学知识。

另一方面，“学霸网红”通过与普通网友

的面对面、“键对键”交流，对他们的科研、教

学方式的改进提升也未尝不是好事。常言

道，高手在民间。将自己的科研、教学成果

放在网上进行展示，是一种科普，更是在接

受全民检视，自然会有网民提出不同意见，

甚至挑刺，这有助于科学家、学者博采众长、

集思广益，进而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及时调整

改进。而在网络上科普的讲解方式如若带

到课堂，也必将能使课堂氛围更加活泼，这

对于提升教学成效功莫大焉。

可见，“学霸网红”是网络上的一股清

流，能更加高效地向普通网民普及科学技术

知识，可谓多多益善。

乐见科研人员从“幕后”走到“台前”
□李 平

所谓搞科研的，就一定是“不苟言笑”

“严肃刻板”的“苦行僧”？随着风趣健谈、幽

默开朗的科研界“主播”们的出圈，渐渐打破

了人们对科研工作者的这一固有印象。

做科普，科研人员不能缺席。一旦他们

缺席，就给了非专业“科普”存在的空间，只

会让科学更加远离普罗大众。有专家曾断

言，“科学传播已经不仅仅是科研的副产品，

而正成为一个时代的战场，关系到未来人类

的生存”。比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初，各

种奇谈怪论充斥网络空间，正是得益于钟南

山、张文宏等专家及时现身作出研判，才给

民众吃下“定心丸”。

长久以来，科研人员总是只闻其名，不见

其人。他们不愿走到“台前”也有其现实考

量，毕竟做科普要占用大量时间和精力，而现

行的科研和人才评价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

的依然是科研项目经费的多寡、学术论文和

专利的数量，科普工作费力不讨好不说，甚至

会被看作“不务正业”。过高的曝光度也会让

他们被过度审视，而公众的舆论又很容易不

理智，因此常会招来一些无谓骂名，不利于学

术形象的塑造。长此以往，科研人员便不再

有“抛头露面”做科普的意愿及动力了。

眼下，随着社会氛围日渐宽松，科普工

作的从业者群体在不断壮大，除了何同学、

袁岚峰、毕导等大家耳熟能详的科普达人

外，近年来兴起的科普中国、丁香医生、果壳

网等一批科普类平台背后，对应的都是一些

有实力、有热情的科普大咖，为大家带来干

货满满的科普文章，为大众普及科学知识，

必要时还成了名副其实的“谣言粉碎机”。

期待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做到保证科

技创新发展及科学普及“两翼齐飞”，完善的

科普激励机制及经费支撑能同步跟上，让科

研人员做科普既有热心，也能安心。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学科类培训有了“紧箍
咒”，寒假期间，一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趁机涨价、
囤积课时，让“坐地起价”现象不断发生。相关部门
在加强管控的同时，也希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主动
承担社会责任，进一步规范定价和培训行为。家长
尤需理性看待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不盲目，不狂热，
为孩子选择适合的项目。

（王 铎 绘）

避坑！
素质教育培训要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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