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职“馅饼”变陷阱

据《经济日报》报道，江苏淮安警方日前摧毁了一新型网络招工诈
骗犯罪团伙。警方查证，该团伙先后诈骗 3000 余人，案值近 500 万元。据
介绍，部分犯罪团伙是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工作难找、求职者急于挣
钱的心理，通过网络诱导求职者，实施诈骗犯罪。 对此，有专家表示，如
果招聘单位要求收取费用，求职者此时应该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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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强基计划简章近日陆续
发布， 各高校纷纷拿出基础学科的王牌
专业， 吸引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且综合素质优秀的拔尖学生报考。

（5 月 9 日 央广网）
今年 1 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在部分

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决定自 2020 年起，在部分“一流
大学”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也称
强基计划），探索建立基于统一高考的多
维度考核评价学生的招生模式， 对入围
学生进行校测，按高考成绩 85%、校测成
绩 15%进行综合评价、录取。 同时，原有
高校自主招生方式不复使用。

作为招生改革的新起点，与传统的
统一高考相比，强基计划打破单一的分
数标准， 既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业水平，
也注重考察学生的个性和综合素质；与
自主招生方式相比，其又改变降分录取
方式，不再是让学生以更低高考分数进
名校 ，而是基于统一高考 ，强调选拔一
批有志向 、有兴趣 、有天赋的青年学生
进行专门培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多元
评价体系。

应当看到，强基计划从报考条件、入
围考核到录取方式等都进行了全方位、
系统性重塑。 光靠以往备受自主招生青
睐的学科竞赛、论文、专利等，已然敲不
开高校大门。 据悉，获得学科竞赛全国决
赛二等奖（银奖）以上的学生，高考成绩
高于本省的一本控制线， 方有资格入围
学校校测，能否被录取，则要综合高考成
绩和校测评分。

事实上，将高中学生的志向、兴趣、
天赋作为考核选拔的重要内容， 在国内
部分高校 2012 年起推出的综合素质评
价录取方式已有所体现。 该方式尝试将
高考成绩（占 60%）、面试成绩（占 30%）
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占 10%）合成
综合总分，对考生择优录取。 但这种“三
位一体”的录取方式有其局限性，一则脱
离人才培养谈招生改革， 二则难以规避
一些考生将其当成名校“跳板”。

而强基计划重点定向关涉国家重
要行业与关键领域的基础学科招生，报
考简章也明确规定不得中途转专业，这
便要求报考者必须认同 “强基” 理念，
具备 “强基 ”特质 ，胸怀家国 ，志向坚

定， 对基础学科有天赋且由衷热爱，而
没有志趣成为基础学科领域的拔尖人
才，在报考时自然会慎重考虑。 这也告
诉学生和家长，不能再以唯分数论和唯
竞赛论的眼光和思路，看待孩子的教育
成才，促使中小学校推进基础教育的育
人改革，重视学生的个性、兴趣培养，倒
逼高中教育者在生涯教育的深度和力
度上作出突破，以生涯指导的方式为学
生提供因人而异的成长建议，要求学生
建立较高的自我认知水平和较明晰的
发展规划。

从不唯高考分数的自主招生，到“三
位一体”的综合素质评价录取，再到如今
强调科学选材的强基计划， 国内高校的
招考标准正不断放开、完善。 未来强基计
划将逐步增加参加改革试点的高校数
量，教育部门和高校可以此为契机，进一
步推动“多元评价”改革，深耕高校招录
标准的调整， 增加综合评价中校测和综
合素质评价的权重， 降低高考成绩的权
重，逐步让志趣坚定、禀赋优异、优中选
优，成为强基计划人才选拔的主要原则，
真正实现“不拘一格降人才”。

深耕“多元评价”，强基计划可为契机
□孔德淇

近日， 四川通江一名李姓教师在
节日期间兼职送外卖， 此事被自媒体
报道后引发网友热议。 在舆论压力下，
李老师已经辞去外卖员兼职。

（5 月 8 日 《新京报》）
部分反对的声音认为， 教师的本

职工作就是教书育人， 如果总想着如
何增加收入，就是“不务正业”，兼职会
导致分心，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 一些
支持的声音则为李老师辩解说， 李老
师在学校负责的课程是音乐和生物 ，
教学压力不算很重， 兼职送外卖也是
在“五一”假期间以及下班时间进行，
有何不可？

据报道，李老师表示，兼职送外卖

并不是愁于生计， 而是自己的身体不
太好，血糖有点偏高，不想靠着药物来
调节，做外卖员接单送单就当是锻炼。

不管是何目的，李老师业余兼职外
卖员是否违反相关规定？此前有过类似
报道，比如扬州市宝应县公务员询问周
末送外卖是否违规违法时，当地纪委就
给出了暖心回复：原则上不构成违反党
纪，但作为公务人员应当向组织报告有
关情况， 并不得影响本职工作的开展。
显然，参照公务员的这则报道，教师业
余时间送外卖并不违规，即使是为了增
加收入，也无可非议。

其实，教师这份职业，表面看起来
光鲜，实则收入有限。 34 岁的李老师也

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 在工作
之余兼职赚点辛苦钱贴补家用应当被
理解、宽容。 部分网友仅仅拿教师职业
说事，脱离现实、居高临下地进行道德
评判，有些道德绑架的意味，是对个人
权利的过分裹挟。

遗憾的是， 这件事以李老师放弃
兼职告终， 没能留下一个值得借鉴的
案例。 其实，民生多艰，真实的生活往
往是复杂的，如果隔着屏幕、一味用抽
象的道德标准去评判， 很容易对人们
的合法权益造成伤害， 也不利于社会
的健康发展。 希望下一次遇到类似事
件，我们能够用理解、宽容的眼光去看
待，让社会多一些和谐，少一些遗憾！

请对老师送外卖少一些道德绑架
□孔德明

不得将生僻字作为小
学低学段识字与写字的教
学内容， 禁止将初中数学
内容提前至小学教学，理
科科目禁止使用繁、 难、
偏、怪的练习题……日前，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义务教
育 6 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
清单， 为各地查处培训机
构超标超前培训行为提供
了具体依据。
（5 月 11 日 《光明日报》）

校外培训应该是校内
教育的补充， 是满足家长
和孩子多元化、 个性化需
求的重要手段。 但是现实
中， 校外培训却成为增加
孩子学习负担、 家长经济
负担、诱发抢跑焦虑、破坏
教育生态的重要因素。

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 很多校外培训
机构把“提前教学”当作自
身发展的“生命线”，不断
拔高教学要求、 加快教学
进度、增加教学难度等，使
得校外培训的主要功能从过去的“补
缺”变成 “抢跑”。不参加校外培训的
孩子被迫处于弱势地位，由此绑架了
家长，也绑架了学校教育。

也正因此，不管是对线上还是对
线下培训机构的治理，都将治理超标
超前培训作为治理的主要内容。而负
面清单的印发，明确了哪些内容是超
标的， 为校外培训教学划定了红线，
也为各地治理校外培训提供了遵循
依据。可以看到，超标超前培训，不仅
违背了儿童的认知规律，增加了孩子
的理解难度和学习压力，也有可能打
击和消磨孩子的学习热情、 学习兴
趣，结果必然是事倍功半、拔苗助长。

当然，现实中，不管是家长的抢
跑冲动，还是校外培训机构的营销本
能，都为超前超纲培训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这些并不会因为负面清单的印
发而消失。 对此，就需要从两个方面
抓起：一是要求校外培训机构正视国
家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趋势，改
变依靠超前超纲培训赢得家长和学
生的发展路径， 并通过提供多元化、
个性化的符合儿童成长规律的教学
内容赢得家长，赢得监管和社会的认
同； 二是要求各地在监管过程中，探
索操作性强的监管办法，使负面清单
真正成为校外培训的红线。

近日， 一组 7 岁女孩在卤菜
摊的案板下上网课的照片感动了
网友。这个女孩叫柯恩雅，是湖北
五峰渔洋关镇一年级学生， 父母
所在的集贸市场复工后， 她就一
直在店铺的案板下上网课， 已经
坚持了一个多月。 案板下的环境
并不是很好， 光线昏暗， 空间狭
小；嘈杂的农贸市场里，来来往往
的人群中，蕴藏着小小的希望。

（5 月 6 日 新华社）
由于疫情的原因， 很多即将

要参加高考或考研失利的学生总
以“环境不好”为由自暴自弃，心
安理得地躺在 “困难” 里得过且
过；居家学习期间，有些学生以上
网课为由不分昼夜地玩网络游
戏，刷短视频……“缺乏自律”是
他们的通病。

不过，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
学生像柯恩雅一样， 他们没有好的学习环
境：家里没有宽带网络，每天要翻山越岭地
去几公里外的亲戚家上网课；家里只有一部
手机，要和弟弟妹妹轮流使用……但是笔者
发现，不管生活条件如何困苦，他们因为有
梦想，都很自律。

“对于你‘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努力
与决心，我们为你点赞；奋斗的青春最美丽，
我们为你鼓劲加油！ ”近日，安徽师范大学在
微信公号发出《致“硬核”青年刘传贺同学的
一封信》，在给刘传贺加油的同时，也为所有
自律的追梦青年点赞。 18 岁的刘传贺是安
徽宿州一所中职学校的体育特长生，即将在
今年迎来高考。为了考上梦想中的安徽师范
大学，疫情期间，他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在家
刻苦训练没有放松。 车轱辘、空心砖……都
成了他的训练器械。 他的自律，展现了青少
年的拼搏精神和吃苦精神。

“案板上是生活，案板下是未来”。 网友
为柯恩雅、刘传贺的勤奋、拼搏以及吃苦精
神点赞， 映射的正是这些精神的匮乏———
我们需要把自己锻造成如他们这般自律的
人。 只有成为这样的人，你才可能开启光明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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