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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季，学校让家长进校打扫卫生频频发生，引
发不少网友热议。一些能够由学生承担的校园劳动，
学校本应结合实际组织学生自主完成，而不是任由家
长全权包办。秋季开学起，劳动课正式成为中小学的
一门独立课程。在“以钱买劳”日益丰富便捷、家长代
“劳”较为常见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让孩子们真正上好
劳动课？这值得人们深思。

（王 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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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庆富

根据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技术技能岗位人员时，应

当明确技术技能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作为录

用、聘用的重要条件。学历门槛让位于能力优

先，职校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不断提升，就业渠

道也越来越宽，有了更多机会争取到适合自己的

优质岗位。（8月31日《工人日报》）

我国人才类型大致可分为学术型、工程型、

技术型和技能型四类，其中学术型人才、工程型

人才主要由学术型本科院校培养，技术型人才、

技能型人才则主要由职业学校来培养。职业学

校主要包括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专科学校，

还有少数高等职业本科学校。

近年来，我国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一直处

于较高水平。每年1000万名左右的职业学校毕

业生里，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在95%以上，高职毕

业生在90%以上，并且他们的平均薪资水平也

不错。如今，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

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

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官方数据显示，从我国产

业发展看，到2025年，技能型人才缺口率将达

48%，技术蓝领缺口更是高达3000万人。

我国法律保护职业学校学生的各项合法权

益。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职

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

层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法条还明确，

“用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生平等就

业、公平竞争的报考、录用、聘用条件。机关、事

业单位、国有企业在招录、招聘技术技能岗位人

员时，应当明确技术技能要求，将技术技能水平

作为录用、聘用的重要条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中有职业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低学

历要求”。可以说，学生就读职业学校，只要肯学

肯钻研，就业前景是广阔的。

不可否认，“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推行30

多年来，仍然有不少家长对“普职分流”充满恐

慌。在一些家长看来，孩子能上普通高中的一定

要上普通高中，只有在中考时成绩达不到普通高

中录取线，被“淘汰”的情况下才会让孩子去读职

业学校。他们认为，孩子进入中等职业学校就

读，以后没有机会再深造，毕业后只能从事低人

一等的体力活，待遇低、社会地位低、没面子。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中职学校多样化发

展，从单纯“以就业为导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

并重”，中职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就业，通过考试

也可以升学。只要中职学校学生在学校能够苦

学苦练，熟练掌握一项或数项技能，不仅将来就

业无忧，也有很大的成长空间，甚至可以成为令

人敬仰的“大国工匠”。对那些有志于升学深造

的中职学校学生而言，可以通过职教高考等多种

渠道升入专科院校和本科院校深造，优秀者还能

够就读硕士、博士。

目前，教育部正在大力推动、稳步发展职教本

科，我国已经构建起了中职、高职、职教本科相衔接

的培养体系，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大大增强。如果说

就读中等职业学校曾经是很多人的“次要选择”，

那么现在这已经是很多人改变家庭命运、实现个

人理想的重要渠道，就读中职学校也大有可为。

学生就读职校未来也可期

●课后服务只有恪守边界、尊重规

律，才会行稳致远。

课后服务
别急着开展“课程众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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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海建

“双减”是个系统性工程，

相关政策落实仍面临不少现实

难题，比如课后延时服务。目

前，江苏课后服务实现所有义

务教育学校和有需求的学生

100%全覆盖，83.93%的家长认

为课后服务解决了接送孩子的

困难。不过，各学校间仍存在

不平衡现象。因此，有人提出

建议，开展“课程众筹”，以提升

课后服务质量。

从“没有服务”到“有了服

务”，这无疑是个很大的进步。

但“有了服务”之后，更高阶的

需求与考量就出现了：服务质

量有没有落差、服务时长是否

到位……来自宿迁的江苏省人

大代表姚芳在《进一步优化教育

“双减”工作的建议》中反映，“课

后服务的内容和标准不一致，建

议完善标准和制度”。这当然是

值得肯定的现象：课后延时服务

的功夫再扎实一些，“双减”的工

作也才能更得民心、更好落地。

说到底，“双减”本身就是个大合

唱，不是独角戏。

不过，课后服务这件事是

否“叫好又叫座”，答案恐怕并

不统一。一年多来，在有些地

方，部分家长甚至提议取消课

后延时服务。原因何在？就在

于“服务”的内容五花八门，有

些还不着边、不靠谱。比如，有

的学校为了赶教学进度，擅自

占用课后延时服务的时间来给

学生传授新知识，让好好的课

后服务成了光明正大的“集体

补课”；又比如，有的学校好心

办坏事，在课后服务上“用力太

猛”，办成了满满当当的“社团

活动比拼”，弄得学生回去还要

紧赶慢赶补作业……当然，还

有各种收费不一、各自寻租的

“戏码”。

课后服务能否开展“课程

众筹”？这个问题有点操心过

界了。如果要众筹“学科课

程”，这简直就是跟“双减”唱对

台戏。如果要众筹“非学科课

程”，似乎也不太合适。所谓

“众筹”，肯定是要花钱的。花

钱买非学科类的培训，这应该

是市场范畴里的买卖行为。学

校要忙着开展“课程众筹”，即

使不谈瓜田李下，就是在定价

问题上恐怕也会一地鸡毛。学

校作为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主

体，实在没必要向市场上的培

训机构看齐。

2021年 9月 1日起，全国

各省区市开始陆续实施“5+2”

课后延时服务。而为了保障教

师的权益，以及促进教师们的

教学动力，各地区都陆续推出

了“5+2”服务收费标准。最近，

财政部和教育部共同印发了新

修订的《中小学校财务制度》，

对课后服务等服务性收费提出

财务管理要求。这再次明确了

一个基本共识：课后服务收费

是有规矩的。这是不得已而为

之的做法，岂能变着花样发财？

之所以说课后服务下的

“课程众筹”值得商榷，最根本

的原因还在于其功能与定位。

所谓“课后服务”，顾名思义，就

是学校课内服务的延伸——第

一是区分于“课堂”，第二是落

脚在“服务”。课后延时服务不

是“偷跑补课”合法化的手段，

也不是常规校内教育攻城略地

的地盘，它成立和存在的底层

逻辑，是“基于孩子放学早、家

长下班迟”的客观困局。因此，

谁也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主

次颠倒。

课后服务说到底是为减负

服务的，离开这个前提，抽象地

分析课后服务，即便看起来很

美，难免还是会跑偏的。课后

服务从“有”到“优”，是高质量

基础教育的大势所趋。说到

底，课后服务只有恪守边界、尊

重规律，才会行稳致远。

●高校与其纠结简称是否高大亮丽，倒

不如多花心思及精力提升内涵发展。

简称未必是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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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高校简称，常常掺杂着复

杂情感。华中科技大学，官方

一直以“华中大”为简称。然而

该校校友和武汉当地市民，更

喜欢以“华科”或“华科大”称

之。近日教育部对其办学章程

批复中，承认其“华中大”“华科

大”两个简称，不管是学校本身

还是教育部，都是“从善如

流”。高校简称，是最能凝聚校

友感情的，既然“华科大”流量

更大，更能激发校友和市民的

认同感，官方索性“悦纳之”。

其实，关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华

中大”简称，因为同城的华中师

大、华中农大校名中也有这三

字，历来三所学校在此事上多

有争论，多少反映了高校在简

称一事上无疑是认真的。

高校简称，可谓是面子，往

大了说是“社会声誉”，再往大

了说是“软实力”。高校对待简

称，当然不能草率。高校大多

在办学章程上都提到“本校简

称是什么”。出于表达的效率，

一些学校的简称约定俗成，往

往比全称名气更大。更何况，

一个贴切、上口的简称，能为高

校美誉度加分。如“华科大”，

其中的“科”说的就是它的办学

特色和强势学科。

高校简称虽然承载了太多

情感，甚至要以章程“背书”，但

不要忘了面子毕竟是面子，里

子才是头等大事。近年来，因

为高校简称频频撞车，如“南

大”该属于南京大学还是南昌

大学，“山大”到底是山东大学

还是山西大学，校友和当地市

民纷纷加入论战。在笔者看

来，高校与其纠结简称是否高

大亮丽，倒不如多花心思及精

力提升内涵发展。当下大多高

校在“双一流”建设上你追我

赶，学科发展好了，学校各方面

发展自然也会跟上来。

高校间的简称之争，正是

前些年一些高校改名冲动热

的延伸。不论高校全名还是

简称，有多大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都是自身内涵发展赋予

的，而不是“一出生就镀金

的”。笔者更愿意看到的，是

一所所大学励精图治，学科特

色发展受到地方和行业认可，

培养的人才硬核接地气。这

样的学校不管校名、简称什么

样，都是金字招牌。

前些年，高校喜欢往大而

全发展，校名恨不得“往大了

取”。然而近些年，部分高校越

来越向“专而精”方向发展，学

生报考某大学，不是冲着大学

多大、多有名，而是越来越看重

学科专业的“专而精”。校名或

简称，如果彰显学校特色内涵，

或更能深入人心并能引领学校

发展。

不要过度依赖
在虚拟世界“被看见”

□李 平

时不时地，网上就会涌现一股“晒”风潮，这实

际上对应的是年轻人渴望社交的天性。

互联网传播速度快、效率高、辐射范围广泛的特

点，让自我表达的门槛更低、效率更高，更能迎合年

轻人的需求。无论是晒“上学轨迹”，还是晒各类甜

蜜生活日常，事实上都是一种社会性的表现，体现了

年轻一代希望与更多人互动、被更多人了解的心理。

然而，要谨记“晒”亦有度。一方面，网络上鱼

龙混杂，你的喜悦、你的感伤、你的幸福，不仅仅会

收获赞美、安慰、羡慕，也会引来一些网友的恶意

攻击、中伤、谩骂，轻则会让你陷入无休止的口水

战，重则令你的心灵背负难以承受的伤痛。

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环境还存在很多安全

漏洞。一些网站或个人为达到某种目的，往往会

不择手段，套取网民的个人资料。更多的社交平

台将用户授权其收集、查看、使用所有在平台上的

行为记录作为前置条件。因此，当你上网时，心中

务必要有把尺子，量量什么该晒、什么不该晒，比

如财产信息、身份信息、行踪轨迹等个人敏感信息

就不宜在网络上随意发布，这极有可能让自己置

于危险之中。现实中，网络诈骗距离年轻人并不

遥远。2021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调查

数据显示：网络受骗用户年龄集中在90后，占比

63.7%；其次是80后，占比19.6%；而00后受骗用户

占比甚至高于60后。

当前，强化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与能力建设形势

依然严峻，我们期待置身于一个更加安全的网络环

境，学校也要发挥主体作用，完善网络安全教育体

系，引导学生加强提升网络风险防范意识自觉性。

对于常常把“社恐”挂在嘴边的学生群体而

言，不必过度依赖网络世界中的“被看见”，学会让

自己从社交软件中抽离出来，回归现实生活。正

如《无隐私时代》的作者阿奇科·布希所说的那样，

“当一个人学会更爱自己，更关注自己、保护自己

的隐私时，才能更好地放下，然后去爱别人，爱生

活，爱这个世界”。

晒“上学轨迹”是在贩卖焦虑吗
晒“上学轨迹”有何不可

□郑建钢

多元共生的网络空间，为年轻人提供了自

我表达的广阔天地。

网上的各种“晒”，无非是年轻人追求价值

认同、彰显个性、释放青春活力的表现形式。他

们晒出或华丽或黯淡的“上学轨迹”图，本意并

不是要贩卖焦虑，只是乐于分享不一样的人生

剧本，这从“上学轨迹”的丰富性上可见一斑。

从晒大厂工牌，到“上学轨迹”一下子成为

热门话题，不同的视角、多元化的表达，都是希

望引起周围人的关注，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联

结，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链接。这充分显示了

新一代年轻人礼赞青春、更乐于表达自我的性

格特质。

一般而言，乐于分享自己的“上学轨迹”乃

至人生轨迹，与分享者本人对事业和生活的满

意度紧密关联。把它们加以梳理再晒出来，不

啻为对更好未来的期盼与对自我的激励。同

时，正能量满满的人生轨迹、乐观向上的人生

感悟、勇者无畏的榜样力量，的确存在打动人、

感染人的契合点，很容易赢得公众尤其是年轻

人的认同。

笔者注意到其中有一名一路“名校”的学

霸，从清华附小、清华附中到清华大学，她说自

己有时会觉得在清华“待腻了”，但在每一个岔

路口还是选择留在园子里，这里承载了她太多

成长的回忆，跌跌撞撞，笑中带泪，且行且歌。

事实上，许多看似完美的“上学轨迹”，也都是

“跌跌撞撞、笑中带泪”的。也许，所谓的“名

校”在这样的分享当中并不是重点，你又如何

能够去苛责他们加剧了“学历焦虑”？

追求价值认同的“上学轨迹”，是自我激励，

也是在激励他人。秀一秀母校、晒一晒生活照、

发一发人生的感慨，本不该引发所谓“新型凡尔

赛”的吐槽，更不应对其横加指责、过度解读。

警惕学生群体虚荣心作祟

□陆玄同

当铺天盖地的“上学轨迹”形成一种群体效

应，个体拥有的教育资源差距明显地呈现出来，

不由得不引发焦虑。这种焦虑并非杞人忧天，

而在于失衡的教育资源，以及拼尽全力后不可

得的现实境遇。

虽说“炫学历”很常见，但炫“上学轨迹”却

是第一次，毕竟前者只代表某种教育终点，而后

者却是其所拥有教育资源的反映。如今，“炫

富”行为被认为带有某种天然道德缺陷，炫“上

学轨迹”这一相对隐蔽的行为又成了一部分人

释放情绪的出口。虽说炫什么并非一定缺什

么，但炫耀背后必然潜藏着某种心理需求，要警

惕这种群体性虚荣心的泛滥。

不管是“生在罗马的人”，还是“小镇做题家”，

一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步入社会有着莫大影

响。虽说学历不能成为其步入社会可以长久依存

的资源，但这种集体炫耀不可避免地加深了人们

对教育资源失衡的怨气，产生某种情绪撕裂。

换而言之，一个人的教育经历，一定程度上

与家庭及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呈正相关，在“寒

门难在出贵子”的当下，更是如此。所以，这种

炫耀的背后，并不指向炫耀者本身有多强，而是

其所处社会阶层的投射，这种天生的差距会伴

随一个人的一生。那些在本该学习的年纪却沉

迷于当网红、幻想一夜成名或暴富的学生不妨

以此为鉴，看到“受教育程度有多高，其起飞的

基台就有多高”，认识到沉迷捷径则终入迷途。

当然，焦虑并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审视的是

如何让教育改革惠及更多普通家庭，让尽可能

多的人不再因为教育资源匮乏跌倒在起跑线

上。也需明确，炫耀并不能证明什么，每个人的

追求和对成功的定义不同，并非一路名校的就

是成功者，漫漫人生路上，那些认清现实依然努

力拼搏的人，才能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新闻回顾 “集齐清华北大是什么体验”“小镇做题家的成长路线”“北方十八线

小城到剑桥大学”……近日，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种新玩法：晒自己的“上学轨

迹”。一些网友把自己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的学校定位截图在网络上晒出，后

面配上一张生活照，结尾再附几句个人感言。这引发了一波关于“新型凡尔赛”的吐

槽及很多网友的学历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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