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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运动型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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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临近，大

批以00后为主体的毕

业生即将带着新的言

行和思维方式步入职

场，他们不仅不迷恋

大厂的光环、敢于对

加班“说不”，甚至在

面试前对雇主进行反

向背景调查。

（4月20日《工人日报》）

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高校毕业生规模

将达 1076 万人，加之

疫情影响，就业压力

可想而知。如此现实

语境下，竟有毕业生

对雇主背景进行调查

甚至挑挑拣拣，似乎

有些不合时宜。

以往，掌握主动

权的往往是用人单位，而眼下，

一些毕业生开始尝试“反攻”，

通过招聘类APP、网站，或师哥

师姐的经验、评价等，去了解公

司规模、负责人背景、有无不合

理加班及畸形企业文化等。

某种角度看，“反向背调”

对职场中用人单位挑毕业生

的 传 统 模 式 提 出 了 一 定 挑

战。对毕业生来说，对用人单

位做更深入地了解，有利于选

择更适合自己的工作，也可以

少走一些弯路。对用人单位

来说，这一微妙变化，也能促

使其重新审视和谐劳动关系

的构建，重视、思量新一代毕

业生的诉求和愿望等——这

对推进职场环境更平等、更包

容、更有活力，对构建和谐、稳

固的劳动关系而言，具有积极

意义。

尽管“反向背调”的毕业

生，在数量庞大的毕业生群体

中十分有限，但这种新的做法、

方式，在今后未必不会引来更

多共鸣和效仿。这是一件可以

尝试、鼓励，甚至可以实现共赢

的事情。

当下儿童食品火爆的背后，是儿童市

场的高溢价和好挣钱；与其说这些食品有

益于孩子健康，不如说这是一种营销策

略。比如，一款名为“有机儿童酱油”的产

品，其配料表和普通酱油基本一致，但售

价相差近一倍。

（4月19日《北京晚报》）

儿童食品市场的繁荣要想持续，标准

检测和家长口碑是两个绕不过去的关

口。事实上，目前我国尚没有设置专门的

“儿童食品”分类，“儿童食品”缺乏专门的

法律法规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而家长

青睐儿童食品，无非是认为这类产品的检

测标准更严格，成分配料更安全，给孩子

吃更安心。据报道，一些所谓的“儿童食

品”，不仅成分与普通食品无甚区别，还可

能有害儿童的健康。

儿童食品可以卖，但要有秩序地卖。

行业标准的空白要填上，不符标准的商品

要下架，尤为重要的，对有害儿童健康的

生产厂家，要狠狠地罚；家长在选购时，也

别被“儿童”标签所迷惑。

普通食品不能加上“儿童”二字就身

价翻番。同时，更要警惕儿童食品里不适

宜儿童食用的成分，尤其是那一味焦虑营

销的“添加剂”。

国家体育总局科教司日前发布的《关

于2022年优秀运动员本科保送推荐名单

的公示》显示，共有 873 名运动员通过审

核，获得保送上大学的推荐资格。保送名

单中有多名奥运冠军，“运动型学霸”成为

网友热议话题。

（4月19日《光明日报》）

“运动型学霸”不是“运动员学霸”。

他们中有的成了运动员，还有更多没有成

为运动员，知名度可能仅限于自己学校但

运动能力很强且学习成绩优异的大学

生。以往很多人认为运动员“四肢发达，

头脑简单”，如今这种偏见已被破除。很

多家长不再觉得体育运动是浪费时间，不

再觉得进行体育运动就要做体育生、走体

育路线，人们更希望孩子对一两项体育运

动产生兴趣并形成习惯，以此作为培养孩

子全面发展的一部分。

据此，很有可能形成的局面是：一方

面，被保送上大学的奥运冠军，在被同等看

待和要求的情况下，有些人成了新学霸，是

“运动员学霸”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按照

常规方式读书上大学的学生，在攻读学位

兼训练的同时，成了国家级运动员，参加比

赛为国家、为学校争得荣誉，成了“学霸型

运动员”。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体育界和教

育界所乐见，都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同时，没有成为运动员的“运动型学

霸”和“运动型学生”也将全面开花，这也

能让更多人受益并体现社会的多元进步。

谁那里有“手抄报大全镂空模

板”？我这里有“35000 款卡通手抄

报”……据媒体调查，“双减”之后，一

些学校手抄报作业开始增多，让部分

家长叫苦不迭。这让不少家长疑惑：

手抄报，究竟是锻炼孩子研究性学习

能力的有效手段，还是加重家长和学

生负担的多余作业？

（4月20日《安阳日报》）

从媒体的调查看，一份手抄报得

根据主题，先想创意，再准备内容，从

搜集资料、设计方案，再到画画、填

色、填文字。要制作一份像模像样的

手抄报，很多时候远远超出了孩子的

能力，最终也就变成了家长的任务，

成了家长的才艺大比拼。更有甚者，

由于担心质量不过关，一些家长只好

在网上购买现成的模板“交差”。如

此一来，手抄报作业也就变了味，成

了一种形式化教育，甚至加重了家长

和学生的负担。对此现象，显然需要

深思。

应该看到，“双减”不应该机械地

理解为给孩子少布置或不布置书面

作业，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和综合素

质，也要尊重成长规律。首先，在“双

减”背景下，我们或许需要扭转长期

以来形成的一种教育思维，那就是生

怕孩子无事可做，所以无论是家长还

是老师，似乎都希望用各种方式去填

满孩子的课余时间。

应该看到，孩子结束一天的在校

学习，回到家庭其实应该可以有更多

自主的、多元化的生活选择。这方

面，完全可以尊重家长的教育方式，

让他们引导孩子体验不同的家庭生

活。在一定程度上说，像手抄报这类

统一的家庭作业，虽然看似是素质培

养，但其实仍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延

伸。这一方面可能会让孩子和家长

都感觉到“累”，未能起到减负作用；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家庭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本应该扮演的相对独立的教

育功能被削弱了。

因此，我们呼吁减少容易走向形

式化且也有违“双减”精神的手工家

庭作业。其一，如一些家长所指出

的，一些动手能力方面的训练，完全

可以在学校内完成；其二，在素质教

育上，学校应该建立多元化的评价标

准，尽量少限定方向，让孩子真正根

据兴趣爱好去选择，也给予家长更大

的教育引导空间，这才契合素质教育

的内核；最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

在“双减”时代，都应该敢于并善于给

孩子的课余生活“留白”，尽量保障他

们有一份不被安排的、自由的、放松

的闲暇时光，而不是让课余时间依旧

完全被各种作业和要求所“填满”与

支配。

□ 朱昌俊

儿童食品不容“儿戏”
□ 辛音

教育部日前发出通知，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作

出规范要求。校外教学点是高校举办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依托和服务延

伸，高校要高度重视本校校外教学点的设置与管理，压实办学主体责任，指

导校外教学点落实教育教学有关环节，加强教学过程监管和纪律约束，严

格招生宣传、学籍、收费和经费使用等管理，确保在高校治理能力范围内有

限设置校外教学点，并能管得住、管得好。

石向阳

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不少

家长遭遇两个孩子如何接送的现

实问题。针对这个痛点，杭州尝

试推出“长幼随学”政策。在前不

久召开的杭州两会上，上城区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项海刚再度

提出教育部门应自加压力，研究

制定“长幼随学”新政实施办法，

引发舆论关注。

（4月19日《浙江教育报》）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长幼

随学”这一暖心之举赢得了各方

高度赞誉。

不过，涉及孩子读书的敏感

问题，虽然只是政策的微调，也难

免存在争议和矛盾。有人质疑多

子女家庭会挤占未享受政策家庭

的学位，也有人担心该政策存在投机漏洞。

政策“好声音”的落地，需要谨慎推进，设

置合理的条件和科学的实施细则。项海刚建

议在符合本区域报名条件的原则下，对于大

孩非择校入学入园、幼孩在非红色预警学校

（幼儿园）入学入园的前提下，可由监护人提

出申请，将入学入园起始年级的幼孩与大孩

安排在同一所学校（幼儿园）就读。有了这些

门槛，挤占学位和投机基本上就被杜绝了。

对于符合上述条件的孩子入学，不影响原有

招生计划，可以在原有班级班额上增加名额，

这就最大限度地满足了“长幼随学”的刚需。

“长幼随学”值得点赞，但离科学落地，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生育政策调整对教育产生

的后续影响才刚刚开始，当越来越多的二孩、

三孩要求“随学”时，能满足多少？更何况，为

了治理“择校热”，不少地区还推行了“多校划

片”招生政策，这就为“长幼随学”增添了难

度。出于公平公正的考量，学区内的不少热

门学校通常会实行摇号录取，二孩摇到与大

孩同一所学校的概率无疑会大大降低，如果

要求“长幼随学”的二孩、三孩数量超过了热

门学校所能提供的学位资源，该如何解决？

将有限的学位资源匀给“长幼随学”的孩子，

会影响到片区其他孩子的权益，别的家长恐

怕不会答应。

“长幼随学”有助于破解家长接送的燃眉

之急，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亦需从长计

议。如何统筹学区内教育设施设备、场地和

人员师资，加大对学区内相对薄弱学校的投

入力度，尽快缩小各学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差

距，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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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给孩子课余生活“留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