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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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停招高水平艺术团 完善公平的重要一环
□ 聂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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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南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发布通知称，2022年开始不再进行

高水平艺术团招生。消息一公布，立

即引发考生和家长的高度关注。也有

大学生在朋友圈中议论：“关停艺术团

招生才真正体现出高考的公平性！”

（3月4日《中国青年报》）

停止高水平艺术团招生是一种趋

势。教育部早在2021年9月就发文要

求 2024 年起高校高水平艺术团不再

从高校招生环节选拔，此次部分高校

停止招生，正是对相关政策的贯彻落

实。

老百姓对特长生比较熟悉，对高

校高水平艺术团则比较陌生。严格来

说，特长生是在艺术和体育方面有较

高水平的高考生，是高校艺术团、运动

队的潜在成员。高水平艺术团则指一

些大学试点建设的交响乐团、民乐团、

舞蹈团等，承担校园艺术文化普及和

对外交流演出等任务，是大学文化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教育部相关规定，艺术团主

要招收艺术团首席表演者或对幼功要

求高的相关专业项目的艺术团成员。

但人们却看到，个别高校违反招生规

定，把艺术团招生扭曲为“特殊照顾”，

导致在高考招生中产生“降分进名校”

的新捷径。

停招高水平艺术团是高校完善公

平机制的重要一环。停招高水平艺术

团，不但能在起点和过程中杜绝隐性

不公，而且能在保研、就业等方面做到

结果公平。

有人质疑，停招后高水平艺术团

会不会“水平下降”或“青黄不接”？实

际上不必有此担忧。在强化美育教育

的大背景下，大中小学的美育课程体

系进一步完善，学生的整体艺术素养

不断提升。当然，停招会给目前中考

时通过特长类选拔的艺术特长生、大

学准备读非艺术类专业而文化课略微

偏弱的考生带来影响。对于这部分考

生，需要中学做好精准指导工作，同

时，根据学生的艺术水平，帮助他们选

报适合的高校。

艺术的熏陶对孩子的影响是一生

的，高校取消高水平艺术团招生，并不

意味着有些孩子白学了。相关政策的

调整，会剔除掉一些原本就比较功利

的高校艺术团，让学校、家长和学生更

科学地看待艺术爱好。毕竟学习艺术

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高考，而是为了

拥有更美好的生活。

全国人大代表柴会恩建议，

加强中小学心理教育师资建设，

加强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政策

支持，制定和完善支持与鼓励的

相关政策措施。鼓励开设有心理

学学科专业的高校扩大招生规

模，加大高校心理健康教育人才

供给。

（3月3日《新京报》）

近年来，我国一直比较重视

中小学健康教育工作。去年 7

月，教育部要求，每所中小学至少

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

师，县级教研机构要配备心理教

研员。但具体到现实，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的配备情况却不

容乐观。研究显示，在全国范围

内，没有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小

学、初中分别占比 49.2%、41.0%，

这种情况在农村学校更为突出。

与此同时，教师资质门槛和专业

化水平也亟待提高。

与之相反的是，高校心理学

类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并不理

想。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毕

业生的就业情况为例，2019年，该

校心理学部本科毕业生112人，但

仅3人签约就业，其主要出路是国内升学和

出国（境）留学。由此可见，高校培养的心理

学专业毕业生很少到中小学就业。显然，解

决中小学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这一问题，不

是要扩招心理学类专业，而是要解决心理学

类人才的就业需求问题，补上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的缺口。也即：应落实每所中小学至少

要配备1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的规定。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国家要求各学校

必须配备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但不少学

校没有配备，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学校不

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被边缘化

和弱化。

重视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应加强对学

校办学的督导，要求各地必须按规定配齐心

理健康教育教师，健全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

教师队伍，追究不配齐心理专职教师的学校

和地方教育部门的责任。与此同时，学校办

学要进一步扭转应试倾向，落实“双减”要

求，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让教育从“育

才”真正回归到“育人”上。

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

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备案及管理工作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提

出，“面向学龄前儿童培训的教

育移动应用一律停止运行”。有

专家表示，北京此举与“双减”政

策相符，体现了严格控制学龄前

教育教学内容在线化的趋势。

（3月2日《北京青年报》）

表面上看，学龄前教育App

的主要功能是启蒙教育、寓教于

乐，似乎不存在增加学龄前儿童

学业负担问题。但实际上，这类

App提前让幼儿学识字、拼音、英

语等，如同“拔苗助长”。同时，

当幼儿深陷这类 App 长时间抱

着手机不放，也给家长增加了心

理负担。

目前，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教

育 App 多达几十款，其中一款

App运营商据说服务5亿家庭用

户。这说明学龄前教育 App 已

经培养了大量用户，也意味着有

更多的学龄前儿童家长开始重

蹈“鸡娃”覆辙。所以，无论是

“双减”政策要求“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

童的线上培训”，还是北京拟叫停学龄前教

育App，都是应有之义，这既为幼儿减负，也

为家长减负。北京此举具有示范意义。

在笔者看来，叫停面向学龄前儿童的

教育App，其意义不止是配合“双减”政策为

幼儿及家长减负，还有更深的用意是防范

幼儿染上“手机依赖症”，避免他们的身心

健康过早地受到手机及网络伤害。相关数

据显示，无论是网民低龄化还是手机用户

低龄化都比较严重，若不及时控制，对儿童

的身心伤害不堪想象。而北京拟叫停这类

App，则有利于防止儿童青少年沉迷网络而

引发的一系列后果，同时也能减少相关问

题对家庭和社会的影响。

但要指出的是，由于学龄前教育App可

以跨区域下载、使用，而且App运营商分布

在全国多地，那么仅北京叫停这类App的作

用比较有限。希望各地有关部门按照“双

减”政策要求，同步叫停面向学龄前儿童的

所有教育培训类App，以便最大化保护学龄

前儿童，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适当远离手

机健康成长。

此外，不管是为学龄前儿童减负，或是

防止幼儿沉迷手机网络，不能只靠行政治

理，还需要家长积极配合、正确示范。

在北京大学，有一门思政课堪称

“爆款”：授课地点有2000个座位却场

场爆满，选课需要靠“抢”；每堂课持续

至少 2 小时，学生全程沉浸其中……

这门课的名字叫做“形势与政策”，每

节课都会邀请知名专家授课。

（3月3日《人民日报》）

教室满满当当、上课聚精会神，体

现了学生对思政课的喜爱；课上“点头

率”的提高、作业中的深入思考，彰显

了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成效。近年来，

随着思政课的改革创新，越来越多的

思政课成为校园里的“爆款”课程。比

如，在复旦大学，原本只有120个名额

的选修课“中国共产党历史”吸引了

400多名学生报名。火爆的思政课，在

很多学校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思政课成为“爆款”，源自向外拓

展，让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同频

共振。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结合，

有助于推动课堂成为认识社会的窗

口。讲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便请来

知名经济学者；阐释文化自信，邀请博

物院院长走上讲台；介绍外交政策，请

相关部门同志答疑解惑……在思维的

激荡、情感的共鸣中，学生们将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对所学所获有了更深刻

的认识。

思政课成为“爆款”，也源自向内

深耕，将科学理论与认知规律紧密对

接。课堂上，学生们踊跃提问；老师鼓

励交流，希望多提问。以透彻的学理

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

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

就能创造深刻的学习体验，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学会正确的思

维方法。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青少年阶

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

心引导和栽培。思政课除了形式的改

变、方法的创新，还需要将深层次理论

和实践问题讲清楚、讲透彻，如此才能

满足学生的认知发展需要。因此，思

政课老师不仅要在课堂上解疑释惑，

也要在课堂外引导学生学思践悟。在

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一门以脱贫攻坚

为主题的“形势与政策”研讨课上，专

家和扶贫干部深入交流；在西藏日喀

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学生们走进青稞

地，体会劳动的价值意义，感受家乡的

变化发展。事实证明，只有不断增强

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

对性，才能推动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

育人，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思政课堂的火爆，反映了学生们

对高质量思政课的需求和期待。与此

同时，通过积极拓展课堂渠道、发挥信

息技术优势，越来越多的思政课也在

学生中“圈粉”。切实增强办好思政课

的信心，全面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

我们定能培养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近日有网友反映，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某小学存在形式主义

问题，如要求女生佩戴统一颜色头绳。当地教育局相关部门回应

称，针对女生长头发多，有头发散乱、遮盖眼睛、发饰大而花哨等现

象，对发型、佩戴饰物进行统一指导，可以使学生注重仪容仪表。

笔者认为，注重仪容仪表自然是好事，但这种统一有无必要存疑，

更有形式主义之嫌，学校应该审慎考虑。

焦海洋

□ 吴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