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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市教育局印发《关于加强全市中
小学“五项管理”工作的通知》，就中小学作业、
睡眠、手机、读物、体质等“五项管理”提出要求，
旨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6月8日《现代金报》）

与通常的教育文件、通知有别，上述通知具
体而微，聚焦全社会关注的五大教育热点，逐一
制定管理办法、目标、任务，非常具体，极有针对
性。每一项管理犹如外科手术，对病灶进行精准
切除，如能认真执行，定能药（刀）到病除，疗效
显著。

如果说此前我对各级教育部门下达的各种禁
令和规定能否得到切实贯彻执行心存疑虑的话，
这次我满怀信心。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以外，还有
很重要的一点，即“五项管理”有温度，有情怀，处
处体现出对中小学生的关心厚爱。老实说，像这样
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文件并不多见。

以作业管理为例，通知要求小学一二年级不
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可在校内安排适当巩固练
习；小学其他年级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不
超过 60 分钟；初中每天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平均
不超过90分钟。将作业时间规定到分钟，这对老
师来说有点苛刻，增强了布置作业的难度，但能
切切实实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有利于学生的健
康成长。

再以镇海区教育局近日印发的《进一步加强
中小学“六项管理”工作的通知》为例，其中第六
项是有关放学托管的事项，通知对小学生托管比
例（要求保持在 90%以上）、托管服务时间底线
（夏秋季与冬春季各不同）、托管方式和内容等
都做了具体规定。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为解决学
生延长在校时间带来肚子饿的问题，通知要求增
加点心服务，并规定以成本价收费。这哪里是管
理文件，分明是慈爱的父母亲絮絮叨叨在对孩子
千叮嘱万嘱咐，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无论是“五项管理”，还是“六项管理”，每一
项都事关中小学生的权益，事关他们的身心健康
和发展方向，各学校要充分认识“五项管理”的
重要意义，以小见方向、以小见责任、以小见情
怀，将有温度的“五项管理”落实好。 王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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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早已超越了“十年寒窗苦读”周期。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下举行的高考，更是凸显
了特殊性。随着考试结束并且放榜，后高考时
代开启，莘莘学子一朝卸下重负，心理生理都
会有些变化。如何平稳度过“后高考时间”，这
其实也是一张答卷，或许比起考场上的奋笔
疾书拼智力，这张凸显情商的答卷，做起来更
难。

答好“后高考时间”的答卷，首先要学会
调节心态。

高考也不过就是人生众多选择中的一场
考试而已，无论考得好与坏，都不能以“一时
成败论英雄”。在这个最美的花样年纪，不能
因为一次考试就束缚了逐梦的步伐，经过较
长时间的学习压抑之后，可以适当放松，但不
能放纵。要积极调整好心态，以更好的精神面
貌去面对可能的大学生活和更广阔的未来世
界。就像今年的高考作文题一样，要学会在人
生的旅途上，给自己画好像。

答好“后高考时间”的答卷，应该要
有正确的舆论引导。高考的主体不仅仅
是考生，还关系到家长、学校、社会等各
个方面，他们的参与，也直接影响着后
高考时代的答卷水平。每一年对学霸的鼓吹，
对状元的争夺，对上线人数的聚焦，其实都使
高考带有功利化色彩。特别是考后的升学宴、
庆功宴，更是一种攀比式浪费。对这些现象的
治理，绝非一家之功，需要多主体共同发力，
将后高考时代的不良现象，往正确的方向引
导，往精神文明方向引导。

笔者认为，在后高考时代，更需要传递向
上的力量，传递积极的正能量。让“成功”的孩
子依旧有奋斗的目标和冲动，让“失败”的孩
子依旧有奋斗的勇气和动力。让莘莘学子能
感受到精神的滋养和激励，能坚定对理想的
追求，能懂得“可为与有为”，能塑造自己“成
熟的模样”。

后高考时代的答卷，是一张精神答卷，更
是一张继续奋斗的答卷。“行百里者半九十”，
现在还远不是放松的时候，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更应该知道，“奋斗”才是青春的底色。李育蒙

近日，一组南京大学招生宣传照引发众多网
友关注热议，图片上清一色美女帅哥，露脐装，网
红脸，更有旁注的画外音娇滴滴、轻飘飘，如此媚
俗、流俗，让人对南京大学这所历史底蕴深厚的
顶尖高校大跌眼镜，直呼“不应该”。

其实，类似招生广告、教育宣传并非只有南
京大学一家犯忌，从幼儿园到大学，从公办到民
办，每当招生季、考试季来临，各种哗众取宠、夺
人耳目的招生广告、教育宣传便铺天盖地，鱼龙
混杂，使人眼花缭乱。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多媒体的快速发展，其
话语权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展现多种声音的同
时也常常“带节奏”，导致信息“失真”“走偏”“异
化”。

不少城市都有一两个数十万级别关注人数的
公号大V，笔者留意了下，它们几乎每天都要推送
几条本地教育资讯，绝大多数是跟好学校、好学
区、好学生、好老师紧密相关的，例如某某学校高
考、中考成绩再创辉煌了，某某学校学生奥赛获
奖了，某某住宅小区划入某某名校学区了，某某
优质民办学校招生政策深度解读等等。表达方式
也极尽耸人听闻、吸人眼球之能事，频繁使用“重
磅”、“厉害了我的某某某 ”这类噱头十足的网络
用语。但令人遗憾的是，类似信息平台披露的往
往只是一种表象，它们对什么是好教育、好学校

知之甚少或者直接回避，而以“分数为王”、“成败
论英雄”的调子来选择性地推送资讯，很大程度
上加剧了“应试”“择校”倾向，撩拨着广大师生、
家长的焦虑神经，扰乱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也可
以说，它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少数教育优势集
团的利益代言人、宣传发声器。

中国教育之所以一定程度上存在表象繁荣而
内在贫乏的问题，有一部分成因正是这些经不起
检验的教育新闻泡沫所堆积而成，极大扰乱了视
听，助长了虚假、浮夸之风。而且在学校教育情境
中，这极易对学生产生负面的教育影响，很多学
生正是在这些名不副实或者说太过偏执的新闻
报道中学会了追名逐利、投机取巧、弄虚作假。君
不见现在不少学生在策划开展一些活动时，心思
不花在如何提高内容质量上，却在包装上十分投
入并擅长。前些年，北大教授痛心疾首于大学特
别是名牌大学正在催生越来越多的“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事实上，病根在中小学已经烙下了，这
种功利主义极易泛化和迁移到学生今后的学习、
科研和工作中去。

笔者一直主张学校教育应该是安静、从容、
优雅而富有生命活力的，办学校、做教育不是你
死我活的商业竞争、你赢我输的赛场比拼，潜心
办好每一个学校、静心育好每一个人，这是本职、
本分，是教育人的无上荣光。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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