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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是舆情的避风港，校长和教师应提

高站位，高度重视舆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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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回顾 又到了一年一度填报志愿选择专业的时间。“考研名师”张雪峰开通填报

志愿咨询业务。在一次网络直播活动中，一位母亲称，孩子理科考了590分，喜欢新闻，想报

新闻学专业，却被张雪峰喷“闭眼摸一个专业都比新闻学好”“如果我是家长，孩子非要报新

闻学专业，我一定会把他打晕，然后给他报个别的”。他认为，不仅不要选新闻学专业，甚至

还建议不要选文科。张雪峰此番言论引发广泛争议。

▲

□李晓鹏

最近，全国一些地方发生了

涉及各级学校的舆情事件，从而

给了我们一个观察学校舆情应

对的机会。兰州大学学生在网

络上举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污

蔑抗美援朝”；保送四川大学新

闻学院研究生的张同学发帖称

“怀疑自己被人偷拍”；江西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食堂饭菜

中吃出鼠头……这些都成了热

搜话题，被网友高度关注。

我们看到，各有关学校的应

对水平有高有低。除了极少数

学校应对有力，化危为机，变被

动为主动，多数学校的应对比较

被动，不仅未能成功解决问题，

甚至激化了矛盾，酿成了新一轮

的危机。这提醒我们，学校应该

高度重视舆情工作，提高应对舆

情危机的能力。

其一，学校是社会的缩影。

学校小社会，校外大社会，小社

会和大社会本为一体，学校人员

密集，学生本身又是社会关系的

高度聚合体，表面风平浪静，实

际静水流深，学校事件很容易发

展成为社会事件。

其二，学校是社会的投影。

学校是社会关系的聚焦，在高速

发展、急剧成长的现代社会中，

学校发生的事情自然会吸引不

同立场、不同利益的人群，他们

关注学校事件，实际上是把自身

关注的社会问题投射到学校场

景之中，代入感极强。家校联系

群里的支持与反对，校园霸凌事

件中的施暴与受害，都能激起看

客们的群情激奋，将这些场景与

自己的经历或者主张联系起来，

对舆情的发展起到关键的催化

作用。

其三，社会是学校的幻影。

在校学生社会阅历浅，却又受到

社会思潮的影响，对社会现实中

光怪陆离的思想形态和新闻事

件充满好奇，在没有充分理解认

知的情况下，懵懵懂懂模仿学习

成年人的做法，也未曾考虑网络

带给他人的影响，容易酿成很大

的舆情。

所以，学校不是舆情的避风

港，校长和教师应提高站位，高

度重视舆情工作，学会与网络、

媒体打交道，熟悉各种舆情技

巧，避免错误应对。

第一种错误就是掩饰，或者

“指鼠为鸭”。江西这所学校，明

明学生吃出来的是鼠头，视频上

看得清清楚楚，有牙齿、鼻头、胡

须，纤毫毕现，校方和食堂承包商

却硬咬定是鸭脖，滑天下之大稽，

硬生生把小事变成了大事。我们

身处一个信息双向透明的时代，

人人都有手机，鼠头丢掉了有视

频为证，避无可避，不可能做到一

手遮天。任何企图掩饰真相的行

为都会遭遇无情的打击。

第二种错误就是拖延，以为

闷声不响，拖着不处理，事情自

然会过去。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事情一天得不到回应，关注就会

持续下去。川大在一片哗然声

中，作出对张姓女研究生的警告

处分，虽然符合校纪校规，但是

却失去了主动，从而落人话柄。

相比较之下，本轮兰大的应

对堪称典范。网络曝光所谓的

教师言论负面舆情后，学校当即

进行了调查，调看视频、与学生

谈话，第二天就公布了调查结

果，查实教师是在课堂上作为反

面案例进行介绍，让学生认清其

错误观念。反应速度快，调查过

程权威专业，顶着压力维护了事

实真相，令人佩服。

所以说，面对舆情其实没什

么秘诀，只要能够提高认识，强

化危机意识，掌握舆情知识，不

回避，不掩饰，站在事实的基础

上，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学校应提高舆情应对能力

□胡欣红

“你有房吗？”“我爸有！“你

有车吗？”“我爸有！”“你有钱

吗？”“我爸有！”近日，一条幼儿

园教师拍摄幼儿谈“房车钱”视

频引发舆论关注。

幼儿园教师之所以拍摄这

样的视频，据说是为了给爸爸们

送上一份独特的父亲节礼物。

四川省遂宁市河东新区官方微

博发布情况说明，称该视频为某

民办幼儿园效仿网上视频拍摄，

于父亲节当天上午，由该班保育

员上传至班级微信群。目前该

幼儿园负责人及相关教职工已

被约谈。

遇到一些有意义的节日，有

选择地开展相关活动，让幼儿们

加深对节日的认知，不失为一种

契机契理的教育。但问题在于，

既然是组织集体活动，那就必须

好好备课。网络时代，当然可以

借鉴网上资源，但不能不加分辨

地“抄作业”。

或许，拍摄视频的教师只是

觉得好玩，并且是为了突出爸爸

的贡献，但在无意中确实向幼儿

们传递了功利的价值观。问对

方是否有房有车有钱，即便放在

成人的社交场景中，都显得很不

礼貌，让纯真的幼儿来集体问答

如此庸俗的问题，这样的反差一

点也不好笑。

孩子们或许也不完全了解

这段视频表达了什么，但耳濡目

染的结果令人担忧。孩子就应

该像个孩子，切莫有意无意地学

习成人世界的某些思维方式。

那很有可能会造成孩子未来价

值判断上的偏差。正因如此，一

桩小事才引发了轩然大波。

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的错误

并非第一次出现。“你家是自购

房还是租赁房？你家户型是什

么样的？你家房价是多少？”几

年前，这样的一连串跟房子有关

的问题出现在了深圳市龙岗区

童梦可园幼儿园某班下发的一

份调查表中。经由社交媒体发

布后，被网友指责为“幼儿园版

房产实名登记”，甚至有人认为

是幼儿园在“摸家底”。龙岗区

教育局随后要求园方立即中止

该活动，并向家长道歉。事实证

明，童梦可园幼儿园在问题设置

中的确存在失误，涉嫌侵犯个人

隐私。

两起事件，细节固然有所出

入，但都折射了幼儿园教学行为

中的不当和疏漏。“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教师对于学生的行

为养成、价值塑造具有难以估

量的隐性影响。尤其是学龄前

儿童更容易受到教师的影响。

尽管教师们很可能只是无心之

过，但一再发生的“低级错误”，

警示我们开展类似的教学实践

活动不能太任性。其实，很多时

候只要稍作调整，就可以避免争

议。比如，父亲节礼物，完全可

以让孩子一起唱首感恩爸爸的

歌，或者让孩子接龙讲几句夸

奖、感谢爸爸的话……只要是孩

子们的心声，比任何礼物都能打

动爸爸的心。

教师的无心之过虽不必上

纲上线，但这样的教训必须铭记

于心。教育无小事，切莫再犯类

似的“低级错误”了。

幼儿大谈“房车钱”尴尬了谁

●学龄前儿童更容易受到教师的影

响。一再发生的“低级错误”，警示我们开展

类似的教学实践活动不能太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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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艺

近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职称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

卫生、工程、艺术、中小学教师等实

践性强的职称系列不将论文作为

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标，评价标

准中不得简单设立论文数量、影响

因子等硬性要求。

过去，职称评定存在唯论文、

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的“四

唯”倾向，挫伤了专业技术人才的

工作积极性。此次北京市人社局

发布通知，明确中小学教师等不将

论文作为职称评审的主要评价指

标，让人眼前一亮。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

对于研究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来

说，他们的工作性质不同，擅长的

领域各异，“一刀切”以论文论英

雄无疑有失公允。一方面，许多

优秀教师长期躬身于教学一线，

无暇论文创作；另一方面，唯论文

的职称评审机制，难免分散一些

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无形中加重

了他们的工作负担。

职称评审作为人才评价的重

要手段，担负着选拔、培养、用好人

才的重要职能，是发现和甄别人才

的重要渠道。以破“四唯”和立“新

标”为突破口，深化职称制度改革，

力避“一刀切”、简单化，建立多维

度评价指标，有助于树立正确用人

导向，激励引导人才职业发展，调

动人才创新创业积极性。

在打破评职称“唯论文”方面，

此前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

2017年，安徽省出台《关于深化职

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率先提

出“探索以专利成果、项目报告、工

作总结、工程方案、试验示范方案、

设计文件、教案课件、病历、创作成

果、展览、收藏证书等成果形式替

代论文要求”。随后，湖北、四川等

地纷纷跟进，出台类似规定，为职

称评审松绑。去年11月，人社部办

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职称评

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推广代

表性成果制度，技术推广、高质量

专利、智库成果、文艺作品、教案、

病例均可作为代表性成果参加职

称评审。代表性成果制度的引入，

有助于推动职称评审实现“干什

么，评什么”的理性回归。

术业有专攻。对于一线教师

来说，他们的本职工作就是教学，

与论文相比，用教案课件等来评价

这类专业技术人才，能让更多默默

无闻潜心工作的人才得到认可。

同时，此举能够让广大教师有更多

时间和精力深耕主业，更好地为学

生服务，实现评职称和干工作“两

不误，两促进”。

当然，此后也亟待建立新的职

称评审标准体系。比如，代表性成

果作为一个新概念，具体怎么操作

也需要相应的配套措施。有关部

门应加强调研论证，尽快出台指导

性意见，规范职称评定的标准和流

程，确保政策的善意照进现实，激

发人才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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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职称不“唯论文”目标在于“两促进”

张雪峰论战新闻学折射了啥
盲目追逐热门专业
不足取

□穆 之

张雪峰此番关于新闻学专业的言论，尽管令人

错愕，但也让人对考生的专业选择多了一些反思。

从张雪峰事后的解释来看，他说这番话，是基

于对普通家庭大学生未来就业的考量。这看似用

心良苦，但其中可能隐藏着一个悖论，那就是以一

时的就业率高低来衡量专业好坏真的靠谱吗？

在大学生就业难的整体背景下，高校要根据

社会需求的变化，来调整学科、专业及人才培养模

式。若高校脱离实际，一味追求高就业率，一窝蜂

上马热门专业，最后这样的调整非但不能改变大

学生就业难的现状，反而让一些热门专业很快沦

为冷门。事实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

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新闻学专业在内的相当一

批专业都经历过这样从热到冷的境遇。

一味以就业率来衡量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与此同时，社会对所谓热门冷门专业的关注度高

烧不退，全然以功利化视角看待高校专业体系，并

不足取。

高校专业的设置，更多体现的是国家、社会的

需求。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调整

工作深入推进，较2012年新撤销和停招了近1万个

专业点，每年调整幅度将近5%，专业动态调整力度

之大前所未有。今年2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了

《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

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优化调整高校 20%左右

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学科专业，并提出了三条原则，其中之一便是

服务国家发展，强调以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为导向，想国家之所想、急国家之所急、应国家之

所需，建好建强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学科

专业。

志愿填报切忌“逆潮流而动”，对于网络平台

上大肆渲染的那些专业“冷”“热”之别，以及“显

学”“天坑”之说，考生及家长还需持审慎态度，作

出理性选择。

□陆玄同

张雪峰此次的建议，有种“功利主义成

功学”的意味，他一度被有识之士炮轰，委实

不冤。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是找到学生兴趣

之所在。换句话说，对于大学专业的选择是

兴趣驱动，而不是“投资行为”。

以就业前景和收入水平为标准选择专

业，看似客观，实质上是功利心在作祟。这

样的功利主义，不应成为实现个人价值的绊

脚石。比如，如果仅凭着实用性做决定，让

一个在天文学方面有天赋的人去学毫不擅

长的计算机技术，实在是有些暴殄天物的意

味。即使他最后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恐怕

也未必能干出成绩，更遑论内心的满足感及

自我价值的实现。

专业本没有高低贵贱，也无所谓热门冷

门，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需求，没有热爱和兴

趣为动力，即便抱着功利心态填报了所谓的

热门专业，学生未必就能学好，毕业后未必

就会从事该专业工作。

因此，与其把“挣不挣钱”“好不好找工

作”等价值判断放在第一位，不如在“我是否

感兴趣”“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能不

能干好”上多作理性思考。再好的专业也有

人学不好，毕业找不到工作；而许多人眼中

的“天坑”专业，也有人深耕其中，获得不凡

成就。聆听别人的建议，也别忘了遵从自己

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当然，这必须是在清楚

自己优势和喜好基础上的理性判断。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天赋是最稀缺的能

力，情怀是最大的动力。多元化的社会背

后，任何专业都需要为之付出热血和精力的

从业者。考生需顺从内心，也顺应时代，秉

承“择一业终一生”的信念，精研其中，不留

遗憾。

别被“成功学”带偏

□李 平

张雪峰建议学生“不要选新闻学专业甚而

不要选文科”的言论，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坊

间一时又掀起关于“文科无用”的大讨论。

近几年，文科类专业学生求职、就业压

力比较大，的确是事实。然而，就业市场的

现状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上升到文理科本

身的优劣之争，实无必要。无论哪门学科，

都是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对人类

社会的发展都很重要，都需要有优秀的人才

去学习、研究。假如你的天赋及兴趣就是偏

向文科，便不用理会别人的看法，坚定走自

己的路即可。何况随着新高考改革，打通了

文理科的界限，学生有了更多的学科自由选

择权，传统的文理分科高考模式已逐渐淡出

历史舞台。

眼下，国家正在大力推进新工科、新医

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引领带动高校专业

结构调整优化和内涵提升。与传统文科相

比，新文科背景下各学科之间的界限不再泾

渭分明，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成为必然趋

势。在新文科建设的推动下，心理学、哲学、

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新闻传播学等专业或

将率先进行教学改革。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

院长周葆华就曾感慨地说，在大数据时代下，

人工智能与算法推荐正在重塑媒体行业，计

算与智能传播研究兴起，这意味着新闻传播

研究在数字时代要面临重大学科转型。

未来的文科生绝不是人们口中“主要靠死

记硬背”的人，虽然读的是文科专业，但所修课

程必定是多元的，是交叉融合的。作为新时代

的准大学生，不要被定式思维框死，选择某个

专业，并不会限制你的跨学科学习能力。

文科偏见当休矣

线上线下招聘、双选会、一对一帮扶……目前，各地
各高校正使出浑身解数，帮助毕业生顺利就业、尽早就
业。然而，一些地方和高校出现花拳绣腿式的就业服
务，甚至为了追求形式上的高就业率，不惜无中生有、移
花接木，学生对此并不买账，并产生逆反情绪。就业服
务是一个系统过程，把就业服务工作真正做到学生的心
坎上，既需要智慧技巧也离不开用心用情。

（王 铎 绘）

就业服务别成“花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