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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分的陈同学选择了鄞州职
教中心的国际商务专业，602分的张
同学选择了鄞州职高的商务助理专
业，还有600多分的学生填报了中职
学校的普职融通班……据初步统计，
截至7月1日下午，城区10所直属职
业学校已完成录取人数6089名，以
普高招生最低控制分数线540分以
上第一志愿录取的学生有1377名，
占比22.6％。 7月4日《宁波晚报》

一直以来，初中毕业选择就读
“普高”是许多学生的一种奋斗目标，

因而，学生一旦考上了普高分数线，
必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就读“普
高”。而那些没有达到普高分数线的
学生家长，也会想方设法让孩子“挤”
进普高就读。一些学生和家长选择

“普高”，冷落“职高”，这无形之中让
许多学生，包括家长，认为选择就读

“职高”只不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其实，学生也好，家长也罢，他们

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想“挤”进普高就
读，而不愿意选择就读“职高”，就是因
为在一些人的潜意识里，就读“职高”
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不但学历不

值钱，就是找工作也是苦活、累活。正
是对“职高”有“成见”，所以才造成了
家长不愿意孩子读“职高”。

就读“职高”真的就是“没有出息”
“没有前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
状元。”那些就读“职高”的学生，他
们毕业之后的就业形势并不差，相
反，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前脚刚跨进
中职学校或高职院校，就已经被许
多知名企业“一订而空”了。倒是有
些普通高校，甚至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学生却因为种种原因“无人问津”。

此次，宁波出现考上普高分数
线的学生选择就读“职高”的“好现
象”，这无疑是一种“观念进步”。这
不仅打破了“职业教育没有好前途”
的误区，而且也充分说明，就读“普
高”不再是“唯一选择”，就读“职高”
也是一种“优先选择”。

“职业教育也能梦想成真。”但
愿有更多的学生，能积极、大胆地选
择就读高职院校，并通过自己的努
力和付出，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一
路高歌”，从而成就自己的人生梦
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浙江省教育厅近日在答复《关
于在浙江省推广“父母持证上岗”的
杭州上城经验的建议》时称，基于数
字家长学校学习数据，一些地方对

“父母持证上岗”进行了有效探索。
浙江数字家长学校自2020年开通以
来，已向全省参与的家长发放学习电
子证书22万份。计划2021年秋季
学期开始，将在浙江数字家长学校试
行家长学习积分制，待时机成熟时在
全省推行。 7月5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有关“父母持证上岗”
的呼吁日益强烈。如果说父母也是
一种职业，那么这恐怕是世界上唯
一不需要上岗证、终身不下岗的职

业。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个说法
是：“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
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因此，
不少代表委员、专家学者及社会民
众呼吁为人父母也要“持证上岗”。

呼吁“父母持证上岗”并非无的
放矢。比如，“咆哮式”辅导作业、

“丧偶式”育儿、“棍棒式”教育等问
题，不仅让很多家长倍感无奈无力，
还会给孩子健康成长造成不利影
响。此外，“熊孩子”频频闯祸背后
的家教缺失问题，也频频引发社会
热议。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
用举足轻重、无可替代，但恰如专家
所言，中国的父母亲重视教育，也最
容易在教育上犯错。

当然，所谓“父母持证上岗”，并
不是简单给家长发一张“合格证”，也
不是为家长设门槛、添负担，而是提
醒家长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
及应该怎么做，全面提升家长养儿育
女的科学技能、观念。说到底，持不
持证不是关键，功夫在“证”外。

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该区依
托移动学习平台，整合区域社会资
源，开设线上课程，引导家长完成

“执照”的学习、积分，达到一定积分
的予以认证并给家长颁发不同等级
的“家长执照”。基于“上城经验”，省
级层面也在积极尝试，目前网上浙江
家长学校受到各界好评。

地方探索无疑值得肯定，但真正

补上家庭教育这一课还要靠法治。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
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学习家
庭教育知识，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创
造良好、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这
也意味着，家庭教育已走出“家门”，
不再仅仅是“家事”，而成为全社会共
同关注并参与的“公事”。

更令人期待的则是家庭教育专
项立法。据报道，今年1月20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案）》正
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审议，标志着家庭教育正
式纳入国家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法
治化轨道。可以预见的是，“父母持
证上岗”将成为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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