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6 日晚，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文物与
博物馆专业 2012 级硕士研究生蔡某某在宿
舍内自缢身亡，死者在遗书中称，毕业论文、
找工作困难重重，无颜面对家人。

十多年寒窗苦读，满怀理想与抱负，不料
却是毕业即失业，大学生、研究生找工作难，
文科生找工作更难，不能“拼爹”的则难上加
难，有网友愤慨道，富有人文传统的文史之学
都无力滋养生命， 悲与痛， 问教育还是问社
会？研究生自缢，归根结底还是跟三样东西有
关，一是家境，二是性格，三是思考，三点交互
作用往往可能导致极端。

不难发现， 包括蔡某某等在内的一些自
杀研究生自身所存在的各种缺陷和心理问
题。比如自我定位、对未来工作和生活的期望
过高；比如心理素质差，抗挫折能力不强；比
如对生命的珍惜与尊重意识不够等。说白了，
作为研究生，就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连死都
不怕了，还怕什么毕业论文难写、工作难找？

有人指责学子心理脆弱，不肯放下身段；
问责教育的种种弊端； 批评招聘单位就业歧
视……那是容易的， 似乎还能把个人置于某
种道德高地， 然而， 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面
前，这样的说辞，是否太轻巧了呢！ 如果一个
受教育者，从走上课堂的第一时间起，就被学
校和老师拿名牌大学、高薪工作、显赫地位等
作参照，逼迫或者诱使学习，找不到好工作，
岂能不对现实失望。 而当一对夫妻节衣缩食,
含辛茹苦送子女求学， 又怎会不希冀自己的
孩子屹立职场之林。 难道他们错了吗？

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始终应该成为让
有真才实学者脱颖而出的渠道。 当一个社会
缺乏真正的公开公平公正， 那么， 悲剧的发
生，自然是无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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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是中考第一天， 厦门华侨中学的杨启正同学竟将准
考证落在一家餐厅里，这可急坏了餐厅老板。 于是，餐厅老板
和众多热心网友展开了一场寻找失主的爱心接力。 22日下午，
记者得知一个好消息，杨同学原来是一名“学霸”，他已经被保
送到厦门科技中学创新班，不需要参加中考。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悠闲自在处。 如此
“冰火两重天”，让此番爱心接力，多了些“瑕疵”。

无疑，无论对中考生还是高考生，准考证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作为因被提前录取而“名花有主”的学生，从尊重社会爱心
的角度，从不给他人添麻烦着眼，在妥善保管自己（并无多大作
用）的物件上，是否该更用心一些。

而在众人援助上，也有可圈可点处。当然，事情最后证明是
虚惊一场，可在“真相大白”前，应属“十万火急”。 既如此，这考
前头一晚上发现的准考证，到了次日 12 时 51 分，才把失物招
领启事发至厦门网官方微博，其对“等证入场”的考生而言，无
疑太慢太晚。 这之后，纵然又有众多大 V积极加入，纷纷转发，
但这样的“网来网去”接力，真的太“虚拟”了些，太缺乏“务实”
的分量。

公益禁不起折腾，爱心亦不廉价。在呵护孩子成长的地方，
人们有时不一定非得面向他人，而大可做好自己。不然，你（我、
他）的一时疏忽，或就引发众人的网络“空转”，进而导致热心

“疲倦”。另一方面，在他人有难，我来帮助上，关键时刻多些“有
心”之举，做到“急中生智”，以让善良不迟到，奔波见实效，同样
很重要。

学霸丢证，虚惊之后应反省
□ 张兰军

热门专业

毕业季的迷茫
娄底市四中 胡志英

6月 12日， 武昌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机械设计专业大二男
生张原致电本报称，有很多同学送钱给李如刚老师，让他修改平
时成绩，以便顺利通过期末考试，此事已成为同学之间“公开的秘
密”。

(6月 16日《武汉晚报》)
� �收钱改考分，触碰的是道德底线，影响的是学术风气。 既是

对学生努力的贬值，也是对自我的一种否定。 这样的“潜规则”
出现在大学校园里，令人心寒不已。

我们都知道， 一张统考试卷很难反映学生的真实水平，在
目前评价体系下，平时成绩也就成了关键考核点，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老师手握着学生的生杀大权。 可是分数一旦出来，就应
该有其权威性，不允许随意改动，但李如刚却无情撕下了为人
师表的面具，进行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可耻行径让师德蒙羞，实
在可悲。

考试不过关，钞票来帮忙。 这是对于道德的漠视，这样的
“人类灵魂工程师”，笔者不敢苟同，事件曝光后，李如刚被解
聘，但是，他给个人、他人及教育界却带来了巨大危害和持续性
的负面影响。

想必戕害学生者绝不止这位李如刚一人，只是别人得以侥
幸逃脱罢了。 虽然为个别挂科考生加点分数改变挂科命运不是
大事，但产生的严重后果却不可低估，加强教师严格自律也应
是目前高校强化管理不可忽视的细节。

考分不足钱来补
□ 彭静

江苏一位阅卷老师说， 自己改到不止一
篇的零分作文，那就是通篇一字没写的。有阅
卷老师表示，在批阅的几篇作文中，有的学生
通篇空白， 只在标题上写了四个字“跪求零
分”，“只要写了题目，还是会给分的。 ”最终，
这位考生得了 1分。

———零分作文不是勇气，是傻气。打一分
不是“给面子”，而是不能因为“傻孩子”坏了
阅卷的规矩。

“教室的天花板砸中我的头，当时觉得很
晕。 ”22日，清远清新区一中学高二男生小陈
在结束治疗后准备返校。 3天前，该校高二文
科班一个教室的天花板突然掉下来一块，正
好砸中小陈，致其当场晕倒。一位老师透露该
教学楼已使用 21年。

———抬头一看，天花板、风扇、灯泡，任何
东西似乎都可能掉下来， 同学们是用生命在
搞学习啊！

同窗 9 年，从本科读到博士；恋爱 8 年，
结成夫妻。昨天，西南交大的包艳玲和朱世步
正式成为材料学博士， 两人的工作单位也是
同一家。朱世步说，自习室是他们的爱情见证
地；包艳玲：“自从他大二专心学习后，我就再
也没考过年级第一啦！ ”

———不要仰望学霸的爱情了， 人家的大
学在自习室，你的大学却在被窝里。

山东公布《山东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明确：“有独立生
活能力的成年子女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
老年人有权拒绝。 成年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
得以无业或者其他理由索取老年人的财物。”

———啃老即违法，多少年轻人该颤抖了！
点评人：余娅

百善孝为先。 昨天，南大 2014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上，南大校长陈骏送
给三千多名毕业生一个“孝”字。和其他学校不同的是，昨天南大还邀请了
近 500名学生家长参加了毕业典礼。

（6月 22日《南京晨报》）
送校徽、送戒指、送碗……毕业季，母校绞尽脑汁给同学们上好最后

一堂课，南京大学邀请家长参加毕业典礼获得的赞誉最多，虽然不是最新
创举，却更显关怀。

毕业典礼对于每一名大学生而言，有着标志性意义，是下一个人生阶
段的开始。 在这个时刻，感恩母校，感恩父母是主题。 回顾大学四年，很多
同学的学费生活费的供给来源于家庭，父母不仅要在人生方面提醒，也要
在经济上有巨大的支助，才能帮助子女完成学业。这次南大校长演讲的重
点是“孝”，大学管理者如此匠心独运，体现了一种大学精神智慧，也彰显
了一种社会担当。

回想高考时，考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父母寝食难安，亲戚朋友也一
样牵肠挂肚。 可毕业时，鲜有家长被邀请参加毕业典礼，学生稀里糊涂就
离开了学校。 即使有感恩演出，也缺少隆重感和仪式感。 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是所有人的心愿，让大人与孩子分享毕业的喜悦，既是普及感恩情感的
最佳时机，也是学校交给家长的一份答卷的好方式。

其实，毕业典礼在西方被视为成年礼，亲人、老师、嘉宾共同祝福、祈
愿年轻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对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是一个极好的
勉励与教育的机会。 从这个层面来说，此举有新意，颇值得赞赏。

请家长参加成人礼
□ 米蓝

弹性学制，看上去很美
事件回放：从今年开始，济南大学将进行学分制改革，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3年至 8年毕业。 据介绍，今年招收的学生将

实行“弹性学制”，以学生取得的学分数作为衡量学习量的基本单位，以达到基本毕业学分作为毕业主要标准，以基本修业年限为参
考，允许学生提前或者延期毕业。

（6月 23日《广州日报》）

【正方】
Say Yes

刘鹏：知识内容等一定的情况下，学习过程和时间、知识
的掌握快慢等，本来就是因人而异的。 如果规定大学某个专
业，必须上够四年才能毕业，对那些三年就能学完所有课业，
掌握应掌握知识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种浪费；而对于那些
在规定期限内，达不到毕业要求的孩子来说，也未必公平。

周歌：济南大学“第一个吃螃蟹”，尝试学制改革，在管理
方面势必会带来一定的麻烦，但对于广大学子来说，却提供
了更多的方便与“实惠”。 对于没有任何特殊情况的孩子来
说，大家依然可以“按部就班”来正常完成学业，而对于那些
家中遇到一些特殊困难， 或者边学习边创业的年轻人来说，
这样的制度，无疑为他们带来了真正的利好。

桃江 李顺磊：校方实行“弹性学制”，体现了一种“私人
订制”人文情怀，又彰显了大学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情
怀，其益处多多。 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固定学制下，毕业生突然
进入社会时的不适应情况， 而且可以避免市场供求脱节，促
进了社会人才配置和结构的合理化。

【反方】
Say No

诞生在美国（网友）：为了招揽大家来听课，有人就只能降低教学
要求， 给学生廉价的成绩， 因为给分高和容易通过的任课老师才是

“香饽饽”，而那些要求严格，学科相对来讲比较生涩的老师，则很难
完成任务，于是乎，这边厢是“人缘佳”教授课堂的不堪重负，那边厢
是“不懂味”讲师课堂的门可罗雀，这非但不利于保证师生整体质量，
也大大地降低了学校的规划积极性，谁能说这是改革的初衷呢？

葛富平：学分制推行的基础是，必须建立网上选课制度，这对现
在的高校来说，是个挑战，本身目前大部分地区师资比较缺乏，不可
能开足够多的课程供人选择， 且也很少有院系设置专门的导师指导
学生选课，通常都由辅导员代劳。

晶瑶：要想让弹性学制从看上去很美，变成实际上也很美，需要
变动的，不仅仅是一纸学分制的要求，更需要细节化的跟进。 从教学
计划到课程设置再到考试管理、学籍管理等等。 而社会层面上，也需
要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把选用“千里马”的自主权完全交给需要的企
事业单位，取消毕业生就业时限和本地户口保护制度，公平竞争、双
向选择、自主择业等等。

6 月 18 日，中国校友会网发布《2014 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针
对 1952—2013 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近 3000 名高考状元的求学与职业
等状况展开最新追踪调查及研究分析。报告显示，在高考状元志愿选择
中，就读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等“赚钱”热门专业的人数最多。

对于刚参加完高考的考生来讲，面对着专业的抉择，倘若能有清晰
的规划，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这当然是件好事。 但对于绝大多数
的人来讲，并不一定能有这样清醒的认知。 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与其在
这里炒作状元爱“赚钱”，倒不如加强市场方面的宣传与教育，根据具体
情况，帮助孩子选择适合其个性发展的专业。

（6月 19日《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