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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热点追评

扭转普高“唯分数、唯升学”需多方参与

日前，云南昭通市彝良县
海子镇一乡村中学，学校奖励
优生每人一头小猪的视频刷
屏网络。据介绍，这批小猪共
20头，是由上海的一家公益机
构捐赠的，之所以发放给平常
表现优秀的学生们，主要是为
了激励孩子们，也希望家长们
继续支持孩子的教育。

（1月9日云南网）

奖励一头活蹦乱跳的小
猪，这确实新鲜，但如此“另
类”的奖励方式，应该说，也早
已不是这所学校“原创”，但为
何能够引发关注并引起共鸣，
有很多值得说道的地方。

比起网上的奖励猪肉、奖
励文具之类的，奖励小猪或更
有“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
的意义。肉拿回家，一顿二顿
吃了，而把小猪养大，是一个
增值的过程，将为家庭创造更
多的收入。实际上，把小猪拿
回家养，本身是发展家庭养殖
的现实需要。而因为小猪是孩
子的奖励品，在养猪的过程
中，孩子会更有兴趣参与其
中，因此培养劳动观念，提高

动手能力，也对父母家人以前
在劳动中的辛勤付出更有感
同身受，从而懂得感恩，从此
多一份孝心。

再者，以往奖励无论是文
具或是现金，孩子对奖品司空
见惯，许多家长甚至不知道自
家孩子获了奖，激励作用不明
显。而现在，一头小猪的奖励
让学生的家长和左邻右舍都

“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奖励产
生的影响更持久，因此也有利
于家庭、社会更重视对孩子的
教育。对学生奖励的如此“附
加值”，是现金之类奖品所不
能代替的。

显然，一头小猪的奖励体
现了教育更关注、贴近现实，
拉近了家庭、社会与学校心理
上的距离，以人为本的教育情
怀让人既温暖又亲切。虽然

“奖励一头小猪”不可能也没
必要照搬，但为人师者如此执
着地不放过每个教育的环节，
追求教育效果的最大化，这都
让“奖励一头小猪”，堪称发肉
当奖励的“升级版”，具有了样
本的意义，也值得为之点赞。

钱夙伟

近日，广东实验中学高中
部的学生发现，自己的饭卡多
了一笔钱，这是怎么回事？记
者从省实了解到，省实高中部
食堂在2021年结余82万元，
依据每人的消费情况按比例，
利用信息化手段将结余款全
部返还给学生，返还率为8%，
每人最多有900多元。
（1月9日南方+新闻客户端）

在学校食堂用餐一年后，
年终竟然还能在饭卡中发现
多了一笔钱。如此一幕，无疑
让人很惊喜、很意外，不仅惊
喜于这笔多收、多“赚”的“意
外之财”，也惊喜、感佩相关学
校在处理这笔食堂结余时的

“慷慨”。
其实，如果我们进一步认

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一“学
校食堂结余 82 万元，全给学
生”事件背后真正的更大惊喜、
或者说更有价值的看点，其实
并不在表面这笔八十多万元的
结余返还，而更在，其他许多更
为内在深层的方面——

比如，相比“食堂结余返
还”，该学校食堂饭菜的质量、
安全，其实才是更有价值的惊
喜、看点。有学生表示，“学校
的饭菜很好吃，样式也非常丰
富，还会经常听取学生意见增
加菜式。”

从媒体相关采访报道和
该校校长的情况介绍来看，该
校食堂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
成绩，其实并没有神奇的奥
秘，关键在秉持不以盈利为目
的的原则下，真正做到了对学

校食堂经营管理方面的全面
监督。比如，学校在彻底放弃
以往不可避免存在盈利倾向
的食堂承包制的同时，将食堂
在食材、人工的经营上实现了
进一步的彻底分开——由一
个公司提供食材、一个公司提
供食堂劳务人员，两个公司没
有关联，责任也不同。而且，在
经营分开的同时，学校自身也
没有因此“当甩手掌柜”，而是
同 时“ 也 派 出 人 员 进 行 管
理”——无论是在食堂日常运
营、菜式管理方面，还是在食
材采购方面，都确保了学校监
督的在场、不缺位。

更重要的是，在确保学校
监督的同时，还有其他各种监
督形式，如包括委托第三方食
品安全专业机构的外部监督，
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家长监督、
学生监督——联手家委会与
学生权益部，形成学校内部多
方位监管。

“食品安全是‘产’出来
的，也是‘管’出来的”。

该中学的食堂管理经验
无疑再次启示我们：不仅一般
市场领域的食品安全，而且教
育层面、非盈利领域内的食堂
食品质量、安全，其实同样也是

“管”出来的；而且，这种食品监
督管理，实际上也不仅限于一
般狭义层面的政府监管，同样
也包括作为食堂管理主体的学
校自身的监管。在这里，事实上
并不存在“管不管得好”的问
题，而真正的关键主要还是一
个“愿不愿意、肯不肯用心去
管”的问题。 张贵峰

食堂结余82万元全给学生
最大看点不在“结余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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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一头小猪”背后的教育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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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10日发布《普通高
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
着力克服普通高中办学中“唯
分数、唯升学”倾向，切实扭转
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其中
明确，普通高中要正确处理考
试升学与发展素质教育的关
系，不将升学率与教师评优评
先及职称晋升挂钩，不公布、
不宣传、不炒作高考“状元”和

“升学率”。（本报今日A03版）

长期以来，我们对普通高
中办学质量的评价，存在一些
突出问题：在评价导向上，单
纯以考试成绩和升学率评价
办学质量，也就是“唯分数、唯
升学”；在评价内容上，重知识
灌输，轻实践能力培养；在评
价方式上，重结果评价，轻过
程评价。这种评价机制，很难
德、智、体、美、劳全面育人。

实际上，“培养什么人”是
教育要面对的首要问题。普高
教育不只是为升大学做准备，
还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要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更何况，高中生正处于
从未成年走向成年、初步选择
未来发展方向的特殊阶段，是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
的关键时期，普通高中教育理
当扭转重知识、轻素质的倾向，
为学生培养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2020 年 9 月，教育部等八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中
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
要求各地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和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不得以

中高考成绩或升学率片面评
价学校、校长和教师，坚决克
服“唯升学”“唯分数”的倾向。
此次教育部则将“不给年级、
班级、教师下达升学指标”“不
将升学率与教师评优评先及
职称晋升挂钩”等作为普通高
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考查要点
予以明确提出，无疑是更进一
步。对普高评价，还提出结果评
价与增值评价、综合评价与特色
评价、外部评价与自我评价、线
上评价与线下评价四结合的办
学质量评价体系，这是统筹当
下与长远的科学举措。

要 扭 转 普 通 高 中“ 唯 分
数、唯升学”倾向，不将升学率
与评优评先及职称晋升挂钩，
仅靠学校自觉不现实，毕竟，
以高考成绩或升学率片面评
价学校、校长和教师，容易让
公众可知可感，教育系统也容
易操作。所以，一方面，要让教
育督导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作
用，加强督导结果的公布、约
谈、通报和问责。相关上级部
门也应通过实地调查、暗访、
访谈师生及家长等方式，深入
了解掌握实际情况，确保评价
真实全面、科学有效。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监督普
高办学有没有“唯分数、唯升
学”倾向，都要将监督结果作
为对学校奖惩、政策支持、资
源配置和考核校长的重要依
据。对落实新评价指标不力甚
至阳奉阴违者，要视情况依法
依规追究责任。要终结普高

“唯分数、唯升学”，实现多样
化有特色发展，比较考验执行
力，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何勇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