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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黑竞赛” 应消除家长的特长生招生潜规则迷思
□ 熊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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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等多所高校宣布恢复校友出入

校权限，部分高校还允许家长

和校外人员申请入校。对此，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吕林

海认为，高校是知识资产的拥

有者和奉献者，不能仅仅提供

一些物理资源，更应该成为社

会的知识资源管理中心，将来

应逐步适度、有限地恢复到开

放状态。

（2月3日《河南日报》）

大学校园一直是校外游客

热衷参观的地点之一，特别是

花季等特殊时期，各大高校迎

来游客参观高峰期，各类问题

也随之而来。比如，在春暖花

开的季节，大学校园里的游人、车辆增多，

给教学秩序造成一定困扰；车辆乱停乱

放、踩踏草坪、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更

是会给学校带来交通、治安隐患。如此语

境下，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宣

布恢复校友出入校权限，部分高校还允许

家长和校外人员申请入校，彰显出了“包

容开放”的大学精神。

相比之下，一些高校就显得比较封闭

和保守，坚持实行门禁制度，拒绝市民及

社会车辆入内。可见，一些高校依然存在

对市民的“傲慢与偏见”。市民的处境和

生活状态，需要高校深入的了解和尊重。

同时，市民若想得到高校认可和接纳，首

先需要从自身素质上融入校园，需要从一

些细节做起。从某种程度上讲，穿戴整洁

一点，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不乱扔垃

圾、遵守校园秩序等文明表现，都不存在

什么“技术含量”，只需要市民“入乡随俗”，

用心去做。

市民热衷于在高校游览，除了满足好

奇心之外，还有一份对高校的美好憧憬。

如果高校能这样看问题，也许就能理解和

接纳市民入校园游览。从某种意义上说，

市民本身也是高校的建设者，理应得到高

校的尊重和包容。另一方面，市民也应多

注意细节，做到文明游览、礼让师生、尊重

校园秩序。只有互相包容和理解，才能避

免不必要的矛盾和误解。

高校更开放，城市更有感召力。事实

上，开放的高校更美丽。高校属于师生，也

属于所在的城市，更属于全国。一个开放的

高校，只会让人更尊敬。打开校门，让高校

融入城市，与城市一起进步成长，也许若干

年后，市民进入校园，不但不会成为高校的

烦恼，还会成为高校扮靓城市的一道风景。

不久前，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地铁站女厕所内，一女子发现有男童

站在里面，于是对孩子说：“这里是女厕所，男孩不能进来。”随后，孩

子母亲称该女子将孩子凶哭，伤害了孩子心灵，将女子堵住要求道

歉，双方在厕所内激烈争吵。这种冲突在各地都时有发生。孩子对

于性别意识的觉醒，远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早。有专家表示，幼儿从小

就有识别男女的能力，3到6岁是孩子性别角色确认关键期，家长要

做好正确引导。这一争议也折射出普及“第三卫生间”迫在眉睫。

薛红伟

迎来了新学期，不少孩子

出现“开学焦虑”。近日，中山

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神经科心

理门诊接诊了不少学生，这些

学生希望能及时处理自己的心

理困扰，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

学期。

（2月3日《中国妇女报》）

在欢乐寒假过后的开学

季，对于孩子们可能产生的“开

学焦虑”，家长应该有充分认

识，并做好心理疏导。例如，不

要给孩子施加太多的压力，别

对孩子有过于严苛的要求，同

时还要多与孩子沟通，了解孩

子的内心感受，让孩子能轻松

应对校园学习和生活。而在家

里时，家长也要注意营造快乐

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孩子不应

过于溺爱，也不能让孩子完全

与外界隔绝，缺乏社交能力，这

样的孩子一旦步入学校过集体

生活，往往就会很不适应，可能出现与同

学难以相处、难以融入集体生活等问题。

而学校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营

造一种快乐的学习氛围，给孩子们一个

适应、过渡的“缓冲期”。上好“开学第一

课”、广泛开展文体娱乐活动、循序渐进

安排教学进度等都是可以借鉴的教育方

式。不宜盲目使用“开学考”的办法，“强

迫”学生收心。浙江、合肥等多地教育部

门明确要求，严禁中小学“开学考”，允许

学生缓交寒假作业等。这些做法值得借

鉴，有助于孩子们将“开学焦虑”转化为

成长动力。而对于那些显得郁郁寡欢、

心事重重的学生，老师也要多加留意，对

学生进行必要的心理疏导，与家长一起

帮助学生走出心理阴霾。

让孩子接受学校教育，并不是让孩子

视教育为畏途，奔赴应试教育的“战场”，

而是要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寓教于乐，

让他们能沉潜其间、流连忘返。所以，孩

子出现“开学焦虑”，或是患上“开学综合

征”，有可能不只是简单的暂时难以适应

的问题，背后还可能存在教育方式方法、

教育理念等深层次的问题。家庭、学校应

该多加反思，从多方入手，综合施治，为

“开学焦虑”开出快乐教育“药方”。

近期，有人借寒假之机违规举办竞

赛活动。比如，某微信群散布大年初六

线上举办“希望数学”违规竞赛消息。对

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严肃查

处。教育部再次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

凡未列入教育部公布的《2022—2025学

年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

单》的均属违规举办的“黑竞赛”；所有竞

赛的结果均不得作为中小学生招生入学

依据，也不得作为中高考加分项目。

（2月1日《羊城晚报》）

从 2019 年实施竞赛白名单制度

起，我国已经取消了义务教育阶段的所

有学科类竞赛，因此，所有面向小学生、

初中生的学科类竞赛，都属于违规“黑

竞赛”。我国也于2020年取消了“小升

初”特长生招生。可为何部分家长还会

热衷“黑竞赛”呢？

这是因为义务教育招生政策，在一

些地方并没有得到 100%执行，个别名

校的暗地招生，让家长有特长生招生潜

规则迷思。要治理“黑竞赛”，就必须破

除特长生招生潜规则迷思，规范招生，

理性对待拔尖人才培养。

从现实看，一些地方的个别名校，

还有继续进行“掐尖招生”的盘算，而这

一盘算，还得到仍有打造名校政绩思维

的地方教育部门的默许。就是这极少

数学校的地下“掐尖招生”，让家长相

信，还有特长生招生渠道，而证明孩子

是特长生的最重要证据，就是参加竞赛

获奖。在没有正规的学科类竞赛后，社

会机构违规举行的学科类竞赛，就成了

家长的“首选”。

在取消“小升初”特长生招生，推进

义务教育学校同步招生、电脑摇号录取

后，也有部分地方教育部门、名校质疑这

些措施会影响拔尖人才培养，并寻求探

索选拔、培养拔尖人才的“新办法”。近

年来，我国高校的“少年班热”重新升温，

据媒体报道，高校“少年班”的热度，还被

传到了中学。2022年，上海、陕西、贵州

等地的中学陆续传出开设“少年班”的消

息，部分选拔招生面向小学六年级。而

这些高中“少年班”选拔的重要指标，就

是学生有无学科特长与潜质。

高中“少年班”的出现，也一定程度

刺激家长打造孩子学科特长的冲动。

相比以往的“小升初”特长生招生，这对

家长更具诱惑，这也是小学生家长对白

名单之外的学科竞赛高度热衷的诱因

之一。

因此，治理违规“黑竞赛”，需要监

管部门加强监管，一露头就打，还需要

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其关

键在于，地方教育部门要转变打造名校

的义务教育发展观，要有推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的新发展观。另外，在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同时，要培养有

个性的拔尖人才，不能继续采取为这些

人才打造一条特殊成才通道的方式，这

一方式已经被实践证明会催生急功近

利、拔苗助长，而应该落实和扩大学校

办学自主权，促进学校探索个性化教

育，关注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兴趣培养，

实现均衡发展基础上的提质增效。

据报道，2023年春季，八年级（下）

的语文教材进行了调整，广受瞩目的

是，在“名著导读”部分，将《傅雷家书》

替换成了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对此，

图书市场反应迅速，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8月推出的新版《经典常谈》，仅

在2023年1月就已经发行130多万册。

（2月2日《北京晚报》）

朱自清《经典常谈》中的“经典”，包

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

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

子、辞赋、诗、文十三篇，篇篇都是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精粹；而“谈”即是对这些

精粹的梳理与讲解。这本书因文笔优

美、见解精辟、深入浅出，《经典常谈》被

誉为国学入门的经典之作。

在初中语文教材有限的“名著导

读”书目中，纳入《经典常谈》，体现了要

让孩子们在日常阅读中接触和了解国

学经典的教育理念。近年来，古诗文篇

目在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增加，便是这

一教育观的生动实践。在重视收录国

学经典的基础上，把此类经典训练的入

门书籍一同纳入教材，更有助于树立文

化自信、赓续中华文脉，是值得提倡的

教育思路。

学习经典已达成共识，但要注意

的是，该让孩子们快乐地、而非愁眉苦

脸地去学习经典。要领略古文之美，

必须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上。破除文言

文与白话文转换上的阅读障碍，以一

般读者更易接受的方式进行解读，是

欣赏和学习古代文学的关键一步。作

为概览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参考，《经

典常谈》填补了学生对古文学习背景

知识可能存在的不足，能在相当程度

上避免出现机械背诵、食而不化的现

象，从而帮助孩子们建立对古代文学

的兴趣，使他们打心里愿意去亲近、诵

读和品味经典。就像朱自清先生希望

的那样，把这本书“当作一只船，航到

经典的海里去”。

阅读《经典常谈》，是为了让经典始

终伴随孩子成长，让学习经典成为终身

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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