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保卫处认领自己丢失的手机，居然还要交
费 10元才能领走。”近日，出于对四川某学院保卫
处这一做法的不满， 该校一名当事学生将此事的
经过发在微博上，迅速引起关注。

该校多位学生对媒体表示， 曾经被要求交纳
过保卫处设立的“失物招领费”，一般都是 10 元，
最少也要 5元。该学院有关负责人解释称，校方设
立所谓“失物招领费”，目的是为了鼓励校园内拾
金不昧的良好风气，“同学们如果不想交这笔钱就
不用交，会由学校代为支付。 ”

薛红伟 /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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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怎么看

皮肤黑黑、一头短发，背一个大书包，举着一个搭
车的牌子。 2016年 6月，4岁的暴走女孩雯雯就这样火
了。 被大家称为“中国最小背包客”的雯雯来自江西上
饶，已跟着父母徒步了大半个中国。不上幼儿园、挑战川
藏线，潘土丰的“虎爸式教育”一度引起争议。

（4月 9日《华西都市报》）
作为“中国最小背包客”， 雯雯已经完成川藏线之

旅，徒步过尼泊尔，还去过南亚。 根据虎爸的安排，雯雯
今年还要前往老挝，穿越原始森林，挑战“死亡之海”罗
布泊。用“虎爸”潘土丰的说法，“我们想通过自己的经历
告诉大家，很多时候，不是小孩子不能，而是大人不给他
们机会。 ”

对于自己的教育方式，“虎爸”的解释是，对孩子最
大的期望就是能够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现在“在野外生
存没什么问题”；书本的东西都是来自生活和大自然的，

“他们通过眼睛和亲身感受来学习， 效果肯定不一样”；
“让她感受淳朴的民风和艰苦的环境， 锻炼她的意志和
体能”；甚至连徒步罗布泊，也被冠以“让他们感受水资
源的匮乏，懂得节约用水”的目的。

人当然应该学会适应环境， 但这不仅指自然环境，
也应该指社会环境。 即便从自然环境来说，也应有一个
限度。 倘若人人都要学习罗宾逊，掌握在荒岛的原始生
活技能，那意义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可能是对个人精力
和时间的浪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样的理念并没有错，书本
的东西都是来自生活和大自然，也没有错。但可曾想过，
为什么是读书在前，行路在后呢？因为我们学习的知识，
是对生活和自然认识的提升和总结，如此安排，能够提
高学习效应，也能更真切地从全局认识生活和自然。 雯
雯虽然徒步穿越了喜马拉雅，体验了滑翔伞，但显然雯
雯似乎并没有多少印象，她不知道尼泊尔在哪里，只是
对滑翔伞感到新奇。

需要注意的是，不让雯雯上幼儿园，这中间有多少
损失，恐怕是难以估量的；让孩子连续不断的请假，是否
会影响其学业，也是值得考虑的；徒步罗布泊，会有补给
车跟着，这也是奢侈的，并不是所有家庭都能负担。

因此，“虎爸”的极端教育，有引起关注的价值，却很
难具有普遍性，更不是理想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新闻背景：这几天，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大一女生叶雯遇到了一件烦心事，新买没穿多久的呢子大衣
掉了两粒扣子。“想自己动手缝补，又没有针线，关键是也缝不好。 ”据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对 2016级学生
的调查结果显示，不会基本针线活的女生约占 58%，男生达 78%。为此，宿管阿姨李芳彬决定在校内开班收徒，要求前来求助的
学生均“拜师学艺”，花半小时至 1小时学习基本的针线活，补上这门生活技能课。 （3月 30日《武汉晚报》）

大学宿管阿姨开设“针线班”

@ 武冈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黄启龙 小学生不会穿衣服，初
中生不会拖地，高中生不会洗衣服，大学生不会煮饭，留学生出国
后生活更是不能自理，在我国这样的现象司空见惯。因此，教会孩
子一些生活技能很有必要，是生活需要，也是教育需要。尽管现在
不用手工缝制衣服，但“针线活”这门生活技能还是要学会，衣服
掉个扣子，总不至于送到缝衣店去吧？再说，一些手工制作还是要
用到“针线”的。 只有从小培养孩子的生活技能，孩子独立生活的
意识和能力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强化。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李阳春 宿管阿姨在校内开班收
徒，要求前来求助的学生均“拜师学艺”，体现的是个人的热心肠，
同时还有学校对能者为师的包容意识，对学生全面成长的负责态
度。只是，高校毕竟是让学生钻研学术的圣殿，过多地为学生基本
生存技能培养花费时间，势必削弱自身的教育功能。在我看来，大
学校园开设“针线班”，作为个例确实值得点赞，但让类似培训班
就此遍地开花则难免偏离了术业有专攻的主方向。

@ 武冈市湾头镇泉塘中学林日新 曾几何，针线活是一种必
备的生活技能。笔者上世纪 80年代找对象时，母亲对介绍人提出
的唯一要求是：姑娘要会做一双精致的布鞋。 现代社会姑娘会不
会“针线活”显然没那么重要了，商场里的鞋子款式各异，琳琅满
目，做鞋再也不是检验姑娘能干的唯一标准，但这种勤劳、细心、
能干的品质不能丢。 大学开设“针线班”，与其说是让学生补上这
门生活技能课，不如说是让他们补上心灵手巧的可贵品质。

@ 读者马全和 随着科技逐步取代人工操作，人们的幸福指
数也随之攀升：自行车、摩托车、汽车代替步行，机器人代替人从
事危险的工作，还有缝纫机代替人工缝纫等。 如今很多大学生不
会基本针线活也是科学时代的正常风景线，眼下是一个科学发展
快速期，人民不仅要面对层出不穷的高科技产品的挑战，还要面
临国际上日新月异的科学竞争环境，我们就是要求学生全身心地
投入到科技创新上，也惟恐追赶不及呢，哪还有闲工夫做传统针
线活哩？

常言道“技多不压身”，大学生在校期
间，多学一点技能，总会对未来有好处，何
况像做针线活这种实用的生活技能，既能
帮大家养成节俭的好习惯，又能让大家更
为“心灵手巧”，何乐而不为？

但这样一门实用的课程，我们绝大多
数的高校都没有开设，学生也极少想着主
动补足这堂生活自理课。 正因为此，武汉

生物工程学院的宿管阿姨李芳彬决定开设“针线班”，笔者
要为她点赞，不仅因为她的“针线班”急学生之所急，想学校
之未想，还因为这个针线班的“招生”特别机智。

作为宿管阿姨，李芳彬在平时的宿舍管理工作中，发现
大学生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差， 连缝补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无
法胜任。 她愿意帮助学生缝补，但更希望孩子们能够自己掌
握这门技能。 于是她要求，前来求助她缝补的学生均要“拜
师学艺”，学习基本的针线活。 李芳彬抓住学生上门求助的
机会，让他们“拜师学艺”，并且说，半小时到 1 小时就能掌
握。 这样一来，学生学习的热情自然高了起来，不仅如此，学
完之后可以马上应用于实践，解决自己缝补的难题，也能帮
助带动宿舍其他同学，掌握简单的缝补常识。

与其说是宿管阿姨，李芳彬更像一位母亲，一位老师，
让大学生活多了一份暖暖的爱，而这份爱意之中，没有染上
一丁点强迫和功利的色彩———只要你有需要、愿意学，她就
教。 笔者相信，自愿来上李芳彬“针线课”的学生将会越来越
多。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期待学校里，多一些像
李芳彬一样的宿管阿姨。 但笔者更希望通过李芳彬的举动，
为我们的高校提一个醒，学校在培养学生学习、科研能力的
同时，不要放松了对他们生活自理能力的引导和培养，至于
选取什么环境，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安排什么样的老师，考
验的正是教育管理者的智慧和爱心。

近日，被誉为“全国十大知名高中之
首”的河北衡水中学分校在浙江平湖正式
揭牌，这标志着有“超级中学”之称的衡水
中学进驻浙江。

长期以来，衡水中学管理模式倍受社
会的广泛关注与争议，有人认为衡水中学
教育模式是应试教育的畸型怪胎。这样的
分析不无道理，但是，作为全国知名的中
学，其每年较高的升学率，自然有其深层
次原因，这与学校管理的规范与细致密切
相关，学校管理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并不能
轻易被否定。

一方面，作为应试教育典型代表的衡
水中学受到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另一方
面，衡水中学骄人的考试成绩又受到家长
与社会的热捧。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与观
点并存， 本身就是教育问题的客观体现，
诸如衡水中学等应试名校的产生，根源在
于现行的教育制度，如若高考制度没有随
之改变， 人才选拔机制停滞不前的话，那

么，类似的学校与教育依然会长期存在。
事实上，对于衡水中学进驻浙江办分

校事件，其舆论的关注点与着力点并不应
在衡水中学教育模式本身，而应该对衡水
中学在浙江办分校的“重奖机制”认真审
视一番。

据悉， 衡水中学为了争夺优质生源，
推出了丰厚的优秀生奖励制度：对在校期
间参加全国性、省级学科竞赛获得一等奖
的学生每次分别给予 5000 至 3 万元不等
的奖励； 对本校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的学生，每人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考取香港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上海
交大的学生，每人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考
取全国综合排名前十位的国内名牌大学
一次性奖励 3万至 5万元。

重奖之下，必有勇夫。 优秀学生在哪
都是优秀学生，转学到衡水，不仅能够在
更加严格的学校管理中全力以赴，强化应
试能力， 而且还能获得不菲的奖学金，何

乐而不为呢？
“重奖机制”实质上就是不折不扣的

掐尖行动，掐走的是优质生源。 在金钱的
奖励之下，优质生源的过度集中，直接造
成学校生源的两极分化，这对于学校发展
是不公平的，也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区域
教育的生态。

无论是公办学校也好，民办学校也
罢， 其办学行为首先应当符合相关政
策规定，不能肆意妄为，如此，才能保
证教育的良性发展， 推进区域教育的
和谐共生。

靠抢夺生源获取的高升学率， 不是
真正的名校，靠重奖吸纳优秀学生，不是
真正的教育，对于衡水中学的争议，首先
应当定位于办学行为的规范， 才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只有衡水中学与其他学
校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才能真正检验衡
水中学的管理水平与教育成果， 这值得
关注。

在职教人看来，教育部长陈宝生对职业教育要“高
看一眼、厚爱一分”的表态着实令人兴奋。 笔者认为，在
当前环境下高看职教， 绝不应是舆论媒体鼓噪一呼，至
少应该做到“三高”，具体见解如下：

一、高度重视职教作用。 职业教育支撑企业人才供
应，推动经济发展。 纵观国内外，无论是产品研发，还是
生产线的技术更新，还是产品的展示、推广、销售，都离
不开技术工人。中国中铁、中石油、华为等本土企业的发
展壮大，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工人不能永为他人做“嫁衣”，永远充当外企先
进生产技术的奴隶，而应该主导和参与中国生产技术变
革。 随着中国人力“红利”的消失，国内企业用人技术含
量的增加，和国外名企用工的转移，普工会逐渐失去用
武之地，职教作用不言而喻。

二、高度重视职教建设。 近 20年间，随着党和政府
对职教的发展、建设高度重视，财政对职教投入的比例
越来越大，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与普通教育经
费投入相比悬殊还很大。

据相关数据显示， 职业教育的经费与普通教育相
比，还存在决算不达预算的情况，高职院校生均拨款存
在落地难的情况，中职更不用说，这直接导致了职业院
校基础建设难、人员编制难、教学投入难和学生招生难。

三、高度重视职业人才。在我国职教历来不受重视，
原因是技校地位低，技工福利待遇差，一技之长并不能
找到很好的工作。职业人才若没有实实在在的就业优势
与便利，在就业难的现状下再受鄙视，发展职业教育就
会成为前途渺茫的“空谈”。

嚷嚷多年的“就业准入”制度至今没有落实到位，数
以万计的职校毕业生还是处于年复一年的尴尬地位。只
有建立多部门联动的就业准入机制，提高“蓝领”的社会
地位，才是“高看”职教的真正内涵。

一言以蔽之，“对职业教育高看一眼”， 不仅要有高
屋建瓴、高瞻远瞩的规划，还要有实实在在的推动与落
实。

自理课就应该这样上

认领失物要交钱

“重奖之下”真能出名校？
□ 梁好

“高看”职教的真正内涵
常德市汉寿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黄彦文

“最小背包客”
不是理想教育

□ 关育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