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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不少大学根据学生需要
开发了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课程。

“爱情观”养成课、海岛野外求生训
练课、游戏课等纷纷走进大学课
堂，有些受到学生的追捧，有些让
大家觉得“奇葩”“另类”。一项调
查显示，81.1%受访者听说过“新
奇课程”，71.1%受访者认为开设

“新奇课程”时要制订完善的教学
计划和目标。

（11月6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数字原生代”，“00后”大
学生深受互联网的影响；他们经历
了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前所未有的
知识大爆炸，世界对他们来说是过
早去魅的。如果课堂教学还是像过
去那样“老师讲学生听”“涛声依
旧”，如果课堂教学依然是老师的
独奏而非师生之间大合唱，很容易
变得索然无味。正视大学生多元
化、差异化的学习诉求，关注大学
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新奇
课程”的走红很难说不是一种必
然。

所谓“新奇课程”，不仅体现在
教 学 内 容 之“ 新 ”、教 学 方 式 之

“奇”，也体现在师生互动之“活”。
“新奇课程”的新鲜与不拘一格只
是表面，教书育人的观念转变才是
价值内核。

在一个知识快速迭代、信息大
量过剩的时代，如果高校教师继续
照本宣科、继续在陈词滥调里打
转，很难得到大学生的喜爱与认
同。一些老师也不愿意画地为牢、
故步自封，而是渴望进行教育教学
的改革创新。“新奇课程”说到底实
现了供给侧与需求侧之间的有机
衔接和良性互动，彰显了一所大学
的开放与包容。

“新奇课程”受到大学生追
捧，在于它真正地开到了年轻人的
心坎上。在传统教学中，强调教师
讲学生听，由老师进行单向度知识
和技能的传授；现如今，进行教学
改革创新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
的时代浪潮，这不仅体现在对互联
网和电子产品的运用上，更体现在
教育理念的重塑与更新——强调
激发学生的主体性与积极性，强调
课堂教学的开放性与参与性，从以
课堂、课本、教师为中心转向以学
习者为中心，让课堂教学更有生机
与活力。

注重需求导向、融入用户思
维，“新奇课程”并非部分老师的孤
芳自赏、自弹自唱，而是师生之间
的教学相长、多维互动，拓展了课
堂教学的边界，丰富了教书育人的
内涵，显然值得点赞。

杨朝清

近日，一篇《复读十二年，“只
想上清华”》的报道引发关注。今年
高考结束后，这位出生在广西农村
的80后唐尚珺还上过热搜。每次
折戟后，他都想再冲最后一次，到
第二年，又想再冲一次，如此循环，
停不下来。“压力很大”，他说，“争
取明年（考）最后一次”。

（11月7日《羊城晚报》）

高考具有教育分层的功能，教
育分层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
流动。为了“争上游”，于是，许多
人拼尽了全力。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不同的
“意义之网”，导致人们不同的决策
与选择。作为缺乏财富积累和社会
资本的农家子弟，“复读 12 年只想
上清华”说到底，就是“意义之网”
出现了认知局限和偏差——将名
校光环的价值无限放大，认为考进

顶尖名校才有未来，导致“只想上
清华”成为少数人的执念和心魔。

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小说《推
拿》，是一本关于盲人的书；书中有
句话，值得我们反思和警醒——“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正常人虽然
有视力，但总有自己的局限，有看不
到的东西。”将考入名校和功成名就
挂钩、认为拥有耀眼的学历光环就
可以享受永远的红利，觉得只要考
入名校就可以一劳永逸，这样的“意
义之网”不仅来源于求学者视野、阅
历、见识的局限，也源于另外一些人
功利、短视的推波助澜。

学历崇拜和名校情结的大行其
道，让不少中学偏爱“高分复读生拼
名校”；一些中学为了吸引高分复读
生，不仅在学费上给予减免，还承诺
如果第二年高考被名校录取会有丰
厚的奖金。“复读12年只想上清华”
既有个体存在认知盲点和偏差的因

素，也有名利驱动的因素。在社会流
动千姿百态、价值实现路径丰富多
彩的当下，成功也并非只有“上名
校”这一条道路。那种认为“考入名
校就前途无量、考不上名校就没有
出头之日”的陈旧、滞后观念，显然
需要重塑和更新。

无限放大名校的光环效应，不
仅加剧了全社会的教育焦虑，也会
导致只重视考试成绩却忽视孩子
们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久而久之
会让学生们患上“空心病”——不
能清晰地认识和发现自己，不了解
自己的个性、兴趣与特长，只懂得

“考高分、进名校、当人上人”，却失
去了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理和明
朗的心态，导致一些“学霸”除了考
试不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和人生
价值是什么。一条路走到底的“复
读 12 年只想上清华”，错得让人五
味杂陈。 黄慧

今日金评不吐不快

人人争当崇德向善的播种人
11月5日，第八届全国道德模

范表彰活动在京举行。会上，68名
同志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
荣誉称号，254名同志被授予第八
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张伯礼、
张定宇、景海鹏、崔译文……这一
串串耳熟能详的名字令人肃然起
敬，反映出全国道德模范名单的含
金量。 （本报今日A12版）

“人以德立，邦以德兴。”这次
受到表彰的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
奖获得者，他们是全国助人为乐、
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
老爱亲等先进典型的杰出代表，他
们用凡人善举传播社会正能量，更
为社会传递一份温暖。

毋庸置疑，广泛深入开展道德
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就是通过评选
道德模范来弘扬真善美，引导人们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
向道德模范看齐，用榜样的力量激
励自己。每个人如果都把善良、诚
信、勇敢、无私、孝敬等良好品质融
入到日常生活，那些“冷漠社会”的
言辞也就没有了立锥之地，会有越
来越多的人自觉加入到崇德向善
的队伍，形成一种普遍存在的责任
感和价值观。

有人可能会说，偶尔崇德向善
很容易，要持之以恒，难上加难。的
确，对普通人来说，也许无法站到同
榜样一样的高度，却可以用平凡善
举拉近与榜样的距离。德不厌小，点
滴滋润；善不拒微，聚沙成塔。

因此，让榜样的力量直抵人
心，才能塑造全社会向善的社会风
气，真正凝聚温暖力量。同样，人人
争当崇德向善的播种人，社会才能
更加充满道德温度。正所谓“与善

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
润”，善行出发的原点，往往是身边
可触可见的道德光源，点燃持续不
断、引人向善的精神火炬。党和国
家之所以十多年来一直坚持高规
格授予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和
道德模范提名奖，就是为了在全社
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德行
天下的浓厚氛围。

人生需要信仰驱动，社会需要
共识引领，国家需要价值导航。今
天，全社会对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
的期待更高，人们希望自己生活的
环境处处讲道德、有秩序，处处有
爱心、有温暖。而让全社会因道德
的追求而充满力量，就需要大家点
燃自己的善念火种、做身边人的道
德光源，这样社会才能更加充满道
德温度，文明才会因每个人的奉献
而水涨船高。 沈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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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变革创新
拓展教书育人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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