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956年建校以来，宁波市五
乡中学培育了一批高层次专家、学
者以及各行业优秀人才。近年来，
学校开展的全息生涯发展指导实
践，更是为人才培养提供内驱力，
这里的学生从高一开始，就对自己
的未来深入思考，明确以后的努力
方向。 （详见本报今日A06版）

有调查显示，高达 40%的大学
生对自己所选专业表示遗憾，近
65%大学生毕业后跨专业选择职业，
原因之一就是学生填报志愿时对大
学院校和专业知之甚少，对职业生
涯没有规划。

这一现状，与新高考政策形势
相背离。2014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确定上海市、浙江
省为全国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省市，
为其他省（区、市）高考改革提供依
据。新政旨在改变原来的一考定终
身制，引入多元录取机制，把单一评
价方式扩展为综合评价方式，不再
是简单的学业匹配或者职业匹配，
而是基于整个人的综合决策。

通俗点说，新高考背景下，此前
单凭分数高低（包括某门功课考分
高低）选择高考志愿行不通了，而是
要让学生对自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评价后再来确
定志愿。

而这正是五乡中学在做的。该
校的生涯教育有这么几个特点，一
是它非常系统，从高中三年，到毕业
十年，学校都有完整的生涯指导规
划；二是有一个高校教授领衔指导
的专业敬业的教师队伍，并且取得
了丰硕的专业成果；三是通过高中
三年循序渐进的活动策划，让学生
全面认识自我，形成自我的一个综
合评价。譬如在高一军训结束的那
一刻，就会布置高中生涯的第一项
作业——学科调研，通过调研，让同
学们对学科-专业-大学-职业的相
关性，有个初步了解。此后，又相继
开启“以梦为马”专业访谈，到了暑
期，则开展“模拟长大”职业体验，还
有“生涯发现之旅”的游学活动、与
班团建设相结合的“青春 Young 团
建”、与成人礼相结合的“成人仪
式”，最后是缔结“十年之约”，所有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学生认识自我，
形成综合评价，提前完成生涯规划。

最大的浪费是人才浪费。为避
免人才浪费，各地学校应该像五乡
中学那样高度重视生涯教育，将其
当做高考新政下一项重要的教育任
务去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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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少儿阅读市场逐渐扩
大。然而，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童书流入市场，容
易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媒体调查发现，不少童书
可谓“儿童不宜”，有的内容奇葩，让人无法理解；有的充
满歧视思维，将扭曲的观念投射到作品中；有的赤裸裸
展示血腥、暴力，让人强烈不适。（6月14日《半月谈》）

事实上，这种令人大呼恐怖的情节只是“奇葩童书”
的一个缩影。据报道，伴随国内儿童阅读需求上升，少儿
阅读市场逐渐扩大。然而，部分粗制滥造、内容失格的童
书流入市场，容易对少年儿童产生不良影响。再比如，有
些童书赤裸裸展示血腥、暴力，让人强烈不适；有些童书
把扭曲的观念投射到作品中，将正在讨论问题的女孩形
容为“长舌妇”……

不客气地说，这些三观不正的童书就是“毒草”。儿
童阅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任由这些“儿童不宜”的
童书在市场上横行，无疑是对“祖国花朵”的一种精神摧
残，其毒害不容小觑。

童书“儿童不宜”，谁之过？这恐怕和近年来爆发式
增长的童书市场不无关系。数据显示，我国童书形势一
片大好，每年出版四五万种童书，总量居世界第一。但快
速增长的背后伴随着童书市场的鱼龙混杂，大量功利
性、速成式的儿童书籍大行其道，不少粗制滥造、内容失
格的童书也流入市场分食“蛋糕”。

在巨大利益诱惑下，出版社一味求新求快，责任意
识不高，内容把关不严，是“奇葩童书”产生的直接原因。
同时，监管漏洞也不可忽视，尽管近年来相关部门不断

加大对非法有害出版物的查处力度，但仍存在力有
不逮之处。比如，究竟什么样的情形才算恐怖、残

酷，规定细则语焉不详，不利于依法监管和打
击。

除出版行业加强自律、相关部门加
强监管外，给孩子买书的家长更应当

好儿童阅读“把关人”的角色。买书
是儿童阅读的第一步，也是家庭教

育的第一步，此时家长需要睁大
眼睛、多加鉴别，自觉、主动地
抵制粗制滥造的童书，让“劣
币”失去市场。

更重要的是，家长要参与
到儿童阅读的过程中去，用陪
伴式阅读给孩子的精神世界
设置一道“防火墙”，避免不良
书籍进入儿童阅读通道。事实
上，即使是高质量的童书，也
代替不了家长的陪伴和引导。
在促进儿童健康成长方面，家
庭教育比童书更重要。

总之，只有出版社、监管
部门特别是家长，都当好自己
的“把关人”角色，共同织密儿
童阅读防护网，才能真正让

“奇葩童书”失去生存空间。
毛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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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背景下
加强生涯教育迫在眉睫

6月4日，江苏常州市5年级小
学生缪可馨从教室跑出后翻越栏
杆坠楼身亡。其家长张女士称，当
时缪可馨刚上完作文课，事发前，
缪可馨的作文被老师评价要“传递
正能量”。12日，金坛区政府办、教
育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发
布通告称，未发现当天课堂中存在
辱骂、殴打学生情况，排除他杀。

（6月14日《新京报》）

一条鲜活的生命，还未享受完
少年的美好时光就远去，实在令人
扼腕痛惜。更令人痛心的是，网传
小女孩是因为作文被老师批“传递
负能量”后坠楼。这越发让人难以
接受。

家属提供的作文《大圣三打白
骨精》读后感显示，文中该女生写
道：“不要被表面的样子，虚情假意
伪善的一面所蒙骗。在如今的社会
里，有人表面看着善良，可内心却
是阴暗的。他们会利用各种各样的
卑鄙手段和阴谋诡计，来达到自己
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段话被老师
画线标出，并在上方注释“传递正
能量”。此外，剩余部分的大部分内
容也被用红线圈出，或干脆用“错
号”划去。

现实中，不少老师吐糟学生作
文缺乏真实性，并不断呼吁学生多
些真实的作文。当学生通过作文表
达真实想法时，又因没有“传递正
能量”而遭老师否定和批评。

也许该女生在作文中表达了真
实想法，也因此揭露了现实中丑陋
的现象而感到很自豪、很有成就感，

甚至期待获得老师的表扬。没想到
的是，竟然遭到老师的否定和批评，
落差之大，其很可能深感失望。

虽然“未发现当天课堂中存在
辱骂、殴打学生情况”，但老师的教
育理念和方式都值得商榷。

一份简单的通报，没法还原和
澄清事实，还有很多“谜团”亟待厘
清。当务之急，需要有关部门继续
深入调查，查清真相，给家长一个
负责任的交代。

重要的是，个案的发生有偶然
性，也有必然性。教育中正能量的东
西很受欢迎，“负能量”往往不受待
见。事实上，学生作文“负能量”被老
师批的还是多见的，只不过没有诱
发悲剧，没有进入民众视线罢了。

有时候，不止教育如此，现实中
也是这样的，以至于在某些老师眼
里容不下“负能量”。然而，没有“负
能量”，就没有“正能量”。正因为有
了“负能量”，“正能量”才更“正”。

社会也好，教育也罢，如同一枚
硬币，既有正面，也有反面。教育学
生，不仅要让他们看到“正能量”，也
要看到“负能量”，并教会他们明白
是非，懂得区分“正负能量”。而不是
一味只要“正能量”，本身就是“负
能量”的该批评必须批评。

说到底，教育的字典里不能只
有“正能量”，而应两者兼顾。

接下来，除了进一步查明真
相，落实责任之外，关键是，还要反
思如何吸取教训，以什么样的姿态
对待生命，究竟应该营造什么样的
教育理念，如何真正杜绝悲剧再
现。 李万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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