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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南大学研究生院的一则公示引起
社会各界关注。公示称，有部分研究生新生因
个人原因申请放弃入学资格，湖南大学研究生
院拟将取消这69名2019级研究生入学资格。
据记者了解，这种“录而不读”现象不仅出现在
湖南大学，在我国其他一些高校也屡见不鲜。
（10月9日《法制日报》）

的 确 ，必 须 承 认 ，研 究 生 新 生“ 录 而 不
读”会给相关高校和导师造成极大困扰，最
极端的后果就是“名额招不满”。就算没有这
么严重，说“录而不读”干扰招生秩序、浪费
教育资源，基本也是成立的。可即便如此，就
真的有必要、有理由去修改立法以严惩“失
信”学生吗？换而言之，我们是否真的没有其
他办法，来最大程度降低这一现象的负面影
响了吗？

需要厘清的是，所谓“研究生录取通知”，

从本质上看更像是一种“邀约”而非“契约”，学
生决定“放弃就读”并不构成直接的失信、违
约。研究生招录，就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高
校可以选学生，学生当然也可以选学校。事实
上，只要适当调整招生流程，“录而不读”的负
面效应完全可以降到最低。比如说，可以强化

“新生报到”环节之前的意愿确认沟通，对空出
来的“名额”及时调剂、补录；此外，也可以探索
建立更灵活的候补、备选录取制度，充分做好
事前准备。

对很多学生来说，报考某校研究生，只是
一个保底的备胎方案。他们合理利用规则、追
求最大利益的做法，无可厚非。应对“录而不
读”，更多还是要从高校一方去想办法，而非简
单扩大学生们的爽约责任。

需要厘清的是，在任何时候，理解并尊重
年轻人追求更好前程的策略性操作，都远比高
校减少麻烦、维护面子来得重要。 然玉

漫画：王铎

10月8日，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公布，奖项
颁给“有助于我们理解宇宙的演化和地球在宇宙中
的位置”的研究成果，总计9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由
美国的吉姆·皮布尔斯以及来自瑞士的米歇尔·麦
耶和迪迪埃·奎洛兹三位宇宙探索者分享。（10 月 9
日《中国青年报》）

十月值得期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诺贝
尔奖的陆续公布。现在诺贝尔奖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媒体给足了资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诺贝
尔奖。倒也不必讳言，虽然诺贝尔奖有着很强话题
性，但对获奖者其人其成果，一般人了解不多不够
深入。

今年已经公布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奖金的一半
颁给了吉姆·皮布尔斯，以表彰其物理宇宙学的理
论发现。但更多人只是听过而已，没有和无法深入
了解。

这就是科学，哪怕了解，也存在一定门槛。现在

诺贝尔奖公布了，哪怕有着互联网技术的帮助，要
想真正了解还是很难。绝大多数人的了解，停留于
故事化演绎中。故事好听，有传播力，但科学绝不是
讲故事，“打卡式关注”也注定难以持久。正如获得
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有那么多，如果现在做个调查，
又有几人能够说出所以然？这也注定了一般人看不
懂诺贝尔奖。

这是事实，但不悲催。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就
是在专业度上一骑绝尘，只留下一个模糊的背景给
大众。可是，科学是离不开大众的，诺贝尔奖起码具
有两层价值，一是在科学内部标识了新高度，二是
以其高曝光度，拉近了科学与大众的距离。在大众
层面，科学是需要源源生力军的，而大众对科学的
好奇，保证了科学后备力量；而科学家虽然有着强
大的心灵，但科学是需要社会认可的，大众对诺奖
本身的关注，形成了正向的激励机制和阳光的温暖
氛围。

对诺贝尔奖的关注，也是对科学的关注。虽然当

初尼尔·波兹曼讲的“娱乐至死”一直没有成为现
实，但不可否认，社会一直面临着“娱乐至死”的巨
大压力。在平时的话题竞争中，科学是屈居于后的，
特别是屈居娱乐话题之后。也只有在重大科研成果
公布、重大科技奖项颁布之时，科学才会成为主角。
不要小看了这种“主角光环”，虽然对其了解可能是
片面的肤浅的，但它确实具有高曝光度，拉近了科
学与大众的距离，在事实上维系了科学星光。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应该是社会的最核心
议题之一。相对于科学家的成果，还应该了解成果
背后的科学精神，而诺贝尔奖的颁发，同样提供了
这样一个窗口。

诺贝尔奖，最起码具有两层价值，一是科学层面
的，二是大众层面的。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发，充
分释放了科学的魅力，吸引了全社会的关注。诺贝
尔奖是科学的也是大众的，哪怕不懂也要更多关
注。因为关注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导向。

毛建国

诺贝尔奖是科学的，也是大众的

普通小学
获“中国质量奖”的启示

近年来，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创新课程
体系、教学模式和育人方式，融合实施国家、地方和
校本三级课程，构建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教育教学
体系。2018年，学校“红梅花儿开，朵朵放光彩”素
质教育育人模式荣获第三届中国质量奖，这也是全
国教育领域的第一个中国质量奖。(10 月 9 日《光明
日报》)

这是一所普通的小学，却荣获中国质量奖，这
不仅是质量评估方面极具权威的一个奖项，而且该
校也是全国教育领域获此奖项的第一所学校。学校
之小和奖项之大，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让人心生
好奇：这所小学靠什么获此殊荣？

该校的好做法不少，若用一个词概括，“融合”
一词也许最为贴切。该校打破了不同的课程边界清
晰、互不过界的传统，力求将课程尽量融合在一起
进行教学。比如，体育老师不仅仅教体育，而且将跑
步、跳远等体育运动元素融入加减乘除教学中。“数
学是体育老师教的”不再是一句玩笑，而是相互促
进、共同提高的跨课程教学。无论道德与法治老师
引导学生讨论噪音对人体的危害，培养安静用餐的
习惯，还是教体育的老师创编以自助午餐为主题的
艺术操，示范端盘、取菜和放筷子等动作。无不让所
学知识产生溢出效应，让融合教学产生独特效果。

其实，融合教学不算新鲜事儿，一些学校也进
行过尝试。但像这所学校这样，让课程深度融合并
持之以恒，却不多见。但在当前，融合教学是形势所
需，是化解一些教育难题的有效手段，有必要从少
数学校的创新，变成普遍的教学模式。

什么都进课堂，什么都“从娃娃抓起”，成为一种
潮流。书法、法律知识、中医药、急救知识、性知识、安
全知识等，都曾引发是否进课堂的讨论，名目之多，
让人目不暇接，一些学校疲于应付，学生课业负担也
加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内容也的确应该列入
教学范围，否则，学生所受的教育就会有所缺失。

教育不是课程简单相加，而是相互融合，不是
单兵突进，而是共同提高。与其简单地呼吁知识进
课堂，不如尝试在现有教材当中找到知识共通点，
结合现有知识点来讲解需要加入的内容或其他课
程内容，甚至不妨展开课题研究，将融合教学进行
单独开发，变学校各自探索为统一行动，这样不仅
可将新增内容巧妙地融进课堂，还能增加教学的趣
味性。 罗志华

百姓话语

推行移风易俗，主张一切从简，整治婚丧
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厚葬薄养等不良习俗，实
属必要。然而，这样一刀切的“硬推强逼”行为，
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如果说孩子出生办满月
酒、老年人办寿宴，不允许大操大办还可以劝
告的话，那么人去世不准披麻戴孝、不准人祭
奠、不准送花圈，则有些无理了。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了落实公告这些
规定，该村还用行政强制简单粗暴介入，甚至
搞起了“连坐”，要求全村人不准参加，违者贫
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不予办理。显然，这种
擅自中止国家惠民政策之举，让无关群众利益
受损，涉嫌权力越界，甚至违法违规。移风易俗

“硬推强逼”，颇有矫枉过正、急功近利的味道，
不仅难以有效整治丧葬礼俗，反而容易因缺乏
民意而流于形式。正如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
凯表示，简化丧葬礼仪应该倡导，不应该强制

硬性规定。确实，对民间的不良习俗，还是采取
教育引导为宜。

在这方面，许多地方探索了一些有益的做
法。比如，普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引导群
众树立节约的风气，发挥党员干部自身的带头
作用，对节俭办酒席的家庭进行表彰，在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中让群众自觉移风易俗。此前
有报道称，天津某地居民如果丧事从简，政府
给予资金奖励；北京某地在村里建设“红白喜
事大厅”，对符合移风易俗标准的操办，还会得
到村里的补助。这无疑起到了改变传统陋习、
引领文明新风的积极效果。

移风易俗不能一味“硬推强逼”，它需要一
个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过程。正如著名社会
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乡土社
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移风易俗也应寻求善
治智慧，不能简单地进行一刀切。 付彪

竟有此事

研究生“录而不读”
只关选择无关失信

整治丧葬礼俗
不能“硬推强逼”

10月 8日，山西省

襄汾县大邓乡赤邓村因

一则公告受到关注。该

公告显示，10 月 1 日

起，该村不允许过满月、

一周岁生日、六十岁生

日、搬家宴请等，葬礼不

准披麻戴孝、不准进行

祭奠活动、不准送花圈

纸扎等。“凡有以上情

况，全体村民不准前去

参加，否则，道德银行的

星级积分给予降级，贫

困生、转学、上户等手续

不予办理。”（10 月 9 日

红星新闻）

不吐不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