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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毒儿歌”说不！
□卞广春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就去

找它妈。它妈想打架，就赏它妈两个大嘴巴……”

近日，有网友反映，自己用网络电视给孩子播放儿

歌时，发现歌词被“魔改”，内容让人感到不适。

事实上，类似的“毒儿歌”并非个例。一些儿

歌中或掺杂脏话，或宣扬暴力，或带色情词汇，还

有的歌词怪异。

每个人的童年，缺少不了儿歌的陪伴。儿歌

是童年记忆的一部分，是引导儿童快速建立认知

的有效方式。然而，儿歌App和短视频平台上的

“毒儿歌”，令人防不胜防。那些内容低俗、三观不

正的儿歌，借网络传播，引发人们担忧。

“毒儿歌”存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电子

产品广泛应用，导致儿歌成人化、庸俗化的问题，

也有优秀的儿歌创作、录制、传播、推广不力或滞

后，不适应市场需求和时代发展的问题，但根本问

题还在于儿歌的审核监管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儿

歌的审核监管职责尚不明确。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良莠不齐的内容一不小

心就流向了市场。就儿歌创作传播而言，有的为

了蝇头小利、争流吸粉，有的为了宣泄情绪、释

放压力……正处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尚未形

成正确的三观，且接受能力、模仿能力强，“毒儿

歌”可能会扭曲儿童的认知，使他们以丑为美、

是非不分。

杜绝“毒儿歌”，急需两手抓：一手抓网络文化

传播推广领域，推进完善儿歌的审核机制，落实儿

歌的监管责任；一手抓儿歌的创作繁荣，用优秀的

儿歌占领网络宣传阵地，让儿童健康成长，免受

“毒儿歌”的侵扰。二者缺一不可，是限与放、管与

疏的统一。前者意在提高儿歌的门槛，将“毒儿

歌”拒之门外；后者意在鼓励创作优秀的儿歌，让

优秀的儿歌更多、传播更广、收效更大。

对儿歌的审核监管，是一项需要文化、市场、

司法等多部门联动的大事。相关职能部门只有加

强日常监管，督促儿歌的创作、录制、传播、推广等

环节做到合法合规，才能整体提升儿歌的质量，使

儿歌成为培养、教育儿童的正确打开方式。

短视频时代，为儿童创作和提供有底线、有内

涵、有质量、易传唱的高品质儿歌，充实儿童的精

神生活，促进儿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让

儿童的心灵世界纯洁而美丽，需要全社会的共同

努力。

高校建家长群，别“一否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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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大学生家长群“该不该有”不

应成为重点，建了这个群之后“怎么用”

“如何用好”，才是重点。

文化传承，讲台亦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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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讲台变成舞台，让传统艺术创

造性地融入课堂，加强艺术与美学通识

教育，唤醒青年学生文化自信。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日前，山东大学物理学院网站发布消息，山东大学研究生管理

系统已增设“导师指导”模块，要求全体研究生导师每周要与所指导的研究生见面

一次。此刚性规定一出台，即引发了舆论热议。

▲

“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李 强

家长群常见于中小学，如

今在大学，家长群也越发普

遍。据媒体报道，近期越来越

多的大学生甚至大学辅导员

在社交平台上吐槽自己学校

让建家长群。大学生家长群

尽管便利了家校沟通，但公众

的质疑从未停止：“大学生都

是成年人了，有必要吗？”

质疑归质疑，并不影响大

学生家长群的存在。其实，不

只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的

家长群也逐渐多了起来。梳

理发现，家长群主要有两类形

式：一类是由大学某个学院建

立，辅导员为群主，主要发布

学校的通知、学生的成绩等，

以加强家校沟通；另一类是由

家长自发组建，以学校、学院、

年级或班级来划分，群里没有

教师，家长们互通有无，分享

和孩子学业、生活相关的信

息。从加强家校沟通，到家长

们互通有无，这些自然的现实

需求支撑大学生家长群越发

普遍。

家校合作不可能止步于

高中。上了大学，依然需要把

家校合作进行下去。就现实

情况而言，不少学生进入大学

后，面对“突然”多出来的时

间，不知道怎么管理。有调查

显示，超过九成的大学生退学

原因是沉迷手机游戏。该如

何应对？家校之间最能达成

的“默契”就是“合作”，一些大

学就借助家长群，让家长一起

参与对学生的管理。及时发

现大学生存在的各类问题，家

校携手解决，不失为一种积极

的态度。

事实上，不同学习阶段的

家校合作有着不同的方向与

主题。中小学阶段，家校合作

的重点主要围绕着学生的学

习。到了大学阶段则不一

样，大到学生的读研深造、就

业，小到交友、应对人际交往

中的各种烦恼等，所有这些

都需要家校双方在更宽领域

开展更高频次的合作。如此，

就得借助一些通道和渠道，为

家长群存在的“合理性”增加

了“砝码”。

在家长群里通报一下相

关信息，让家长及时掌握学生

的动态情况；发一些诈骗警示

案例等，提醒家长注意；提供

一些考研信息和就业信息，让

家长参考……这些都是有必

要的。多了家长群这个渠道，

以极小的沟通成本获得立竿

见影的效果，何乐而不为？

打开我们的手机，便利生

活的微信群多种多样，多一

个大学生家长群又何妨？何

况它是一个着眼于解决问题

的群，也是一个真心为大学

生好的群。从现实语境来

说，讨论大学生家长群“该不

该有”不应成为重点，建了这

个群之后“怎么用”“如何用

好”，才是重点。

对大学生家长群不该只

是“一否了之”，而是要理性看

待，多思考如何用好这个群，

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让它成

为助力家校合作的良好通道。

□谢伟锋

再辉煌的文化，一旦失去

传承就必然“泯然众人矣”。

往现实的场景去看，在网络技

术高速发展的当下，包括大学

生族群在内的年轻观众，还有

多少人会去现场感受传统文

化的魅力，答案不得而知，但

已有人在进行创新式的探

索。近日，南昌大学一门赣剧

课“火”了，“火”到原本能容纳

200人的教室挤满了学生，不

得不换成更大的教室。课堂

上，教师着戏服、挥水袖、舞折

扇、耍花枪、上戏妆，学生不仅

看得津津有味，还积极上台参

与表演。

既出彩，更出圈，自然引

得大家关注。这堂课的主讲

教师叫陈俐，是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赣剧传承人，也是南

昌大学赣剧文化艺术中心主

任、二级教授。她主讲的这门

“赣剧艺术鉴赏”已开设多年，

主要介绍赣剧的历史、声腔和

表演特色。别看课程现在是

“一座难求”，但陈俐之前也曾

有“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的烦

恼：以前侧重用讲台讲稿的形

式，课堂效果不好，课上玩手

机的也不少。传承戏剧文化

要“采千载之遗韵”，让它在青

年群体中“火”起来则是秉轴

持钧的关键。陈俐把讲台变

成舞台，也为学生打开了一个

精彩的“新世界”。

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

自信，不仅来自历史的凝聚，

也来自薪火的相传。作为非

遗传承人，陈俐将赣剧的舞台

搬到了课堂，通过挥舞水袖、

翩若惊鸿的精彩演绎，让学生

深刻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氛

围，达成大家“抬头率100%，

上课都不用打卡”的深度参

与。这样的追随者众，才是文

化传承实际意义上的“群众基

础”。从剧院一隅走向大千世

界，传统戏剧的出圈远不只

“看上去很美”，更有背后无数

人的绵绵用力。就这一点来

说，陈俐无疑是找到了一个很

好的方式。

戏剧就像一把标尺，审视

出国人对“文化传承”这四个

字的理解程度，而像陈俐这样

把讲台当舞台的探索者，并不

是“一个人在战斗”。最近，

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

主黄齐峰来到天津大学，在

“京剧与中国文化”通识课的

课堂上为师生带来了生动的

一课。黄齐峰加入了演出道

具与体验环节，为学生穿上

了行头，使得大家能沉浸式

感受到京剧艺术的魅力。有

网友感慨，这才是大学该有

的样子，这才是文化该有的样

子。据了解，“京剧与中国文

化”设置于2020年，系天津大

学通识选修重点课程，而并非

“小打小闹”。

站在时间的高度审视，文

化犹如一条金丝带，连接着过

去和未来。能撑起一台台传

统戏剧的，除了舞台上的表

现形式，还有能赢得年轻人

认可的“硬核”实力。如今，

让传统艺术创造性地融入课

堂，加强艺术与美学通识教

育，唤醒青年学生文化自信，

已有不少范例。优秀的戏剧

具有跨越时空的穿透力和影

响力，当越来越多的人带领

着当代青年去探寻“何以为中

国”，文化传承也就完成了某

种意义上的交接。

让师生关系
返璞归真

□耿银平

其实，就算是高校没有提出要求细

则，作为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学术能力的

导师，也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职业定位

的。作为学术导师，他们要给予研究生

高屋建瓴的学术引领，让研究生在较短

时间内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培养科研

兴趣。作为人生导师，他们平等公正对

待学生，关心尊重学生，了解爱护学生，

在情感、生活、心理、职业设计等诸多方

面为学生提供帮助。借助这种双重指

导，构筑强大的师生共同体，不断提高研

究生教育水平。

可当下，在研究生导学关系中，出现

了雇佣化、寻租化、利益化、片面化、复杂

化等现象，一些导师行为失范，举止失度，

急功近利，漠视研究生权益，甚至缺乏对

学生最起码的尊重和共情等。再加上很

多高校缺乏对研究生导师的制度规范，导

师们的自我监督不够，很容易产生师生关

系异化。

让异化的师生关系返璞归真，仅凭

“每周见一次”的要求，显然还不够。要改

善异化的师生关系，应从两方面着手。其

一，高校要及时出台研究生导师监督和管

理制度，规范导师指导行为，建立师德失

范责任认定和追究机制，用制度倒逼导师

不敢寻租，不愿滥用权力。其二，高校要

营造温情温馨、以情感人的工作环境和文

化氛围，注重做好各种思想沟通和协调工

作，以情化人留人，激发导师敬业乐业的

活力，孵化一大批既矢志于学术创新又踏

实肯干的优秀导师。

《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

展的意见》为研究生教育指明了发展方

向：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

卓越。只有强化制度监督，提升职业自

律，净化学术土壤，才能让异化的师生关

系回归正轨。

□李 平

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提高研究生培

养质量，高校是前沿阵地。而研究生导师作为研究

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在学术指导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管理，规

范研究生导师行为，对于高校而言，显得十分必要

且迫切。

实际上，研究生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导师

的权利、义务在高校的相应规章制度中都有着详细

的规定。对于高校导学关系中存在的不合理现象，

教育部不止一次严肃表态。2020年，教育部就出台

了《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从坚持正确思想引

领、科学公正参与招生、把关学位论文质量、构建和

谐师生关系等8个方面提出要求，明确了导师指导

行为“十不得”。

毋庸讳言的是，尽管多数导师谨遵规定，恪尽

职守，但总有个别人对相关规定视而不见，缺乏规

则意识与基本师德，其具体表现为急功近利，把研

究生当成“工具人”，有的则涉嫌学术不端，严重失

职，等等。而学生选导师往往就像“抽盲盒”，也就

是说他们遇到的导师好不好、研究生学习生涯顺利

与否，全凭运气。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更换导

师阻力太大，毕竟导师掌握着学生毕业的大权，“硬

碰硬”对学生而言成本太高、代价太大。

因此，高校有必要建立失责失职的认定标准与

追责机制，完善激励制度与评价机制，推动研究生

导师专业道德行为的改进和专业道德自律水平的

提升。此外，要设立畅通有效的投诉机制，让学生

“求告有门”，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研究生的教育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导师的精打细磨。一个不能忽

视的问题是，导师带学生数量过多在高校普遍存

在，因此，高校在制定相关政策时，要多一些考量，

确保每位导师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为学生提供高

质量的指导。

推进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过硬的

导师队伍。目前，随着研究生培养规模逐步扩大，

导师队伍建设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期待

越来越多的高校能重视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多一些类似“每周见一次”的有力举措，助力

研究生和导师实现双向奔赴。

为高校的相关探索点赞

□夏熊飞

山东大学的这一规定，在导师带研究生越来越

多、师生关系日益疏远的当下是非常有必要的。如

果导师与研究生一周连一次面都见不着，何谈指导

学生的学业？

指导研究生是导师的义务，保持一定的见面频

率是履行此项义务的必要前提。有人认为，导师和

研究生都是成年人了，还要规定彼此的见面频率显

得多此一举。其实不然，对于负责任的导师，见学

生的频率恐怕只会高于每周一次，这一规定自然不

会对他们产生任何影响，但对于少数敷衍塞责的导

师，此规定就不啻为有力监督之举。

高校有“象牙塔”的美誉，多数师生关系是和

谐的，导师与所指导的研究生往往能实现教学相

长。然而近年来，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出现了

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比如有的导师以“老板”自

居，研究生则沦为免费的“打工仔”。“老板型”导师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漂”着，要么拉项目和课

题，要么就是参加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很少把时

间留给研究生。加之校园环境相对封闭，导师与

研究生的纠葛多发生在小圈子之内，学生维权更

是难上加难……凡此种种，于研究生而言都是“难

以承受之重”。因而，出台类似于“每周见一次”的

刚性监督机制，很有现实意义。

当然，把导师的权力关进笼子，并不是要限制

其学术自由，也不是干涉他们对研究生的指导工

作。每位导师性格不同，带研究生自然风格各异，

这些都需要给予充分尊重。只是无规矩不成方圆，

缺少监督的权力必然任性。不断完善监督机制，是

为了让导师做到在不触碰红线、不踩踏底线的前提

下，带出更多优秀的研究生。

规定“每周见一次”有现实意义

简历“空窗期”
怎成了绊脚石

近来，“职场人的简历不敢有‘空窗期’”成
为热议话题。部分公司不接收“空窗期”大于 3
个月的求职者，有的公司则声称将期限放宽到5
个月。凡此种种，“空窗期”似乎成了求职者再
出发的绊脚石。对择业“空窗期”毕业生，社会
不妨多些宽容，破除不合理门槛限制，给予平等
的应聘机会，缓解就业焦虑。

（王 铎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