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免试认定为契机推进师范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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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负面偏好”伤害救人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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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更多师范毕业生就业，在已

出台的“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基

础上，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了推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

考试改革，允许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

毕业生、公费师范生免试认定教师资

格。开展教师教育院校办学质量审核，

审核通过院校的师范生，可免试认定教

师资格，便利师范生就业，提升教师队

伍素质。

（8月19日《光明日报》）

推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

格考试改革，并非降低教师职业准入门

槛。所有从事教师职业者，仍需有教师

资格证。对师范毕业生实行免试认定

制度，是教师教育院校改革的契机，将

促进师范专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同时

扫除师范毕业生从教需考证的障碍。

这是师范专业人才培养和就业的重大

改革。

需要指出的是，获得教师资格证，

不等于获得教职，高枕无忧，获得教职

还需参加招聘考试，由各地教育部门、

学校择优录用。如果因为学校考试松

弛，而导致免试认定的师范毕业生在和

通过考试获得证书的非师范毕业生进

行竞争时处于劣势，那么，这对师范教

育院校来说，就是颇为“丢脸”的事。因

此，免试并没有免除竞争。

此外，学生、家长也会根据毕业生

在就业以及未来职业发展中的表现，来

评价学校的办学。以前，教师教育院校

可以用教师资格考试来回避自己的培

养质量与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问题，实

行免试认定后，毕业生的质量与竞争力

就更直接“暴露”在社会面前，为了对免

试认定的质量负责，教师教育院校就必

须提高培养质量。因此，这一制度将直

接提高教师教育院校的培养质量意识。

一直以来，教师教育院校也面临一

个“尴尬”：师范毕业生获得毕业证书，

但还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才能获得

教师资格，这如何向学生说明师范教育

质量并以质量吸引学生报考呢？某种

程度上说，这是对师范专业培养质量的

“不太信任”，从而也影响师范教育院校

的办学积极性以及优秀学生选择师范

专业。实行免试认定，也就扩大了教师

教育院校的自主权，学校在培养师范专

业人才时，要结合学校教育对师范人才

的需要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办出本校特

色，提高本校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实行免试认定制度后，教育部之前

提出的对师范类专业进行专业认证的

做法，同样具有意义。对专业质量进行

认证，这是对办学进行专业评价，结合

免试认定制度，有助于促进教师教育院

校全面推进教学改革。

提高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整体素

质，一要抓源头，即教师教育院校的师

范人才培养质量；二要抓新教师培养、

管理、考核、评价。“先上岗，后考证”措

施能行得通，并得到支持，就是因为证

书并非保障质量的唯一关键因素，职

前培养、入职培训、管理制度，对提高

教师质量更重要。此外，还应持续深

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以此推进

人才培养改革、就业改革，以及教师发

展改革。

□ 熊丙奇

今年68个学生参加高考，

55 个考取二本以上院校；2015

年至今，考取二本以上的大学

生 290 人……近日，贵州省仁

怀市新田村凭借学子们出色的

高考成绩，受到各方关注点赞。

（8月17日《人民日报》）

新田村是省级贫困村，有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 270 户 855

人。如何才能改变当地群众的

命运、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近

年来，当地党委和政府聚焦教

育扶贫，一方面投入3000万元

教育资金，大力改善办学条件；

另一方面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每年举办“感党恩·报桑梓·金

秋助学”活动，让优秀大学生进

行主题演讲，动员当地群众捐

资助学等形式，让“再苦也不能

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的理念深植

当地群众的心中，为想奋力走出大山的

孩子创造了教育改变命运的契机。

作为“造血式”扶贫的教育扶贫，无

疑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如

果说发展产业、易地搬迁等方法能有效

帮助贫困群众打通摆脱贫困的道路，那

么教育扶贫则更像是点亮了通向美好未

来的路灯，照亮了无数家庭实现梦想的

征途。贫困地区的儿童，有的背布包爬

几十里山路，有的跑到山坡上找信号上

网课，有的甚至在求学路上头挂冰花、脚

底磨破，为的都是努力学知识、长出息。

“知识改变命运”深深镌刻在这些农家子

弟的心中，也随着他们的努力变为现实。

当前，在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等层

面，“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成效稳步显现：

截至去年底，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义

务教育阶段辍学人数已由台账建立之初

的29万减少至2.3万，其中建档立卡家庭

贫困学生人数由15万减少至0.6万；教育

部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实施三年，

中职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达到

31.48万人；高等职业院校近5年招收建档

立卡贫困家庭学生等7类资助对象234.79

万人，年均增长19.06%……一组组数字背

后，是一个个鲜活温暖的求学故事。

如今，有不少得益于教育扶贫走出

大山的学生，回到家乡、反哺桑梓，站上

讲台，帮助更多孩子努力追梦；还有很多

受到感召的高校毕业生，主动选择、勇担

使命，把个人的职业追求融入乡村振兴

事业中。“十四五”时期，需要在教育扶智

扶志上继续精准发力、久久为功，抓难

点、补短板，守护好乡村孩子的求学梦，

筑牢稳定脱贫、防止返贫的堤坝。

巴克球、水弹枪、弹力软轴乒乓球……这个暑期，被网络社交平台带

火的“网红”玩具，成为不少孩子在家玩耍的新宠。虽然名气大、买家多，

但一些“网红”玩具其实是粗制滥造的“三无产品”，现实中“网红”玩具伤

娃的案例也屡见不鲜。所以，无论是从规范行业发展，还是从呵护孩子

们人身安全的角度考量，整治伤娃的“网红”玩具都刻不容缓。

夏熊飞 王铎

“同学，你好！首先祝贺你今

年高考取得优异成绩。如果今年

同意补习，我们会给予你相当的

补偿。”根据媒体报道，广东湛江

一中学校长主动向高分考生发送

短信，承诺来本校复读后考上清

华北大就奖励 100 万元。该校高

复班招生人员也回应，奖励情况

属实。（8月20日《中国青年报》）

通常情况下，自认为有机会

考上清华北大的复读生，都是当

年的高分考生。他们在考场上要

么发挥失常，要么过了录取分数

线但选不到心中期待的专业，总

之都是心有不甘，才会下决心选

择复读。对于他们的个人选择，

旁人当然不必置喙。

然而，高复班赤裸裸地打出

百万元招生广告，却将问题更加

复杂化了。虽然说，是否复读的

决定权在考生及其家人，但金钱

无疑会改变决策原有的平衡，而这对考生来

说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如果第二年没有考

上理想的高校，对学生来说不仅是一年宝贵

青春时间的消耗，还增加了重复而无增量意

义的题海生活。哪怕从世俗功利的角度讲，

复读一年的“机会成本”也很可能在考生的

预料之外。很多专业前后两年的就业形势

可能大不相同，早毕业一年就能获得更多的

机会。然而，对于还没有上大学的考生来

说，他们不太可能获得这些信息，眼前的巨

资诱惑犹如当头闷棍。

给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如此巨奖，也暴

露了错误的教育价值观。这似乎给学生以暗

示，即他们能够通过考高分来“创富”，而这显

然与高等教育应当传递的价值观背道而驰。

搜索相关新闻和招生广告，高复班对高

分考生的奖励政策，几乎成了行业内的“惯

例”。广东湛江这所中学提供“百万巨奖”的

行为，不过是其中吆喝声较大的一家而已。

这种以金钱衡量高考成绩、以巨赏考验考生

人性的做法，根本不是沉下心来做教育的姿

态。这样的教育，只会让正值青春期的考生

提前患得患失，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错误的

示范效应。从行业发展来看，这样做也扭曲

了高考复读教育的生态。

8月23日，一则“两名医学生跪地

救人无效却遭恶评”的消息引发热

议。8月14日晚，一名58岁男子在湖

南常德火车站内突发疾病倒地，不省

人事，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两名女医学

生赶紧上前施救，直至救护车到达。

遗憾的是，倒地男子经抢救无效最终

离世。现场视频传到网上后，遭到个

别网友的恶搞、吐槽、造谣：“次日男子

家属把两名学生告上法庭，原因是两

个女生没有行医资格证，这剧情怎么

样。”该留言获得超过几万人次的点

赞。

（8月25日《南方都市报》）

该留言自称“剧情”，说明当事人

自知留言内容并非事实。并且，此留

言具有挑拨离间的效果，容易置救人

者于不利境地，好在死者家属通情达

理，不仅没有上当，反而抨击恶搞和造

谣，挑拨才没有得逞。

出门在外，在看到有人倒地时，对

于是否上前施救，一时之间，不少人会

陷入犹豫当中。类似恶评的社会危害

不容小视，因为它会加重施救者的犹

豫心理，让更多人不敢果断出手。

两名医学生可圈可点的地方有很

多，她们不仅敢救，而且会救，不仅勇

为，而且智为。她们为了救人，耽误了

行程，可谓舍己为人。更重要的是，由

于对抢救结果不满意，她们在转身离

开现场的瞬间，忍不住抽泣起来。对

生命如此尊重，体现出她们高尚的品

格。恶评者不仅看不到这些，反而故

意炮制负面爆点，暴露出其看待事物

的片面视角与阴暗心态。

更要看到，救人视频起初没有引

发多大的关注，被加入恶评之后，此事

反而成为社会热点，个中原因值得深

思。北京市社科院研究员刘东曾撰文

指出，人群中存在分享负面信息的现

象，即所谓“负面偏好”。这起事件先

冷后热，负面观点成为引爆点，正是

“负面偏好”的生动例证。

好人好事很多，却容易遭遇好事

不出门的尴尬，而眼球经济又为“负面

偏好”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一来，

向好人好事当中加入“坏佐料”，就会

成为提高传播效率的一种途径。“负面

偏好”若得不到纠正，好人好事反被恶

评缠身、对人和事进行习惯性质疑和

负面“开发”等剧情，仍会不断上演。

□ 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