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金评教育 A02
2022年1月25日 星期二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今日金评今日金评

▲▲▲▲▲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

jinbaopinlunjinbaopinlun20122012@@126126.com.com

今日金评热点追评

今日金评百姓话语

科学家网红?可以多一点

为实习管理“划红线”
还要让职校生敢发声

汤加火山爆发后，中国科
学院院士汪品先去年发布的科
普视频《海岛火山爆发竟然那
么危险？》《海底火山爆发对我
们有影响吗？》又迎来一波观看
转发。汪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不会就这个话题继续发布
相关作品：“能讲的已经在过去
的视频里讲了，我不会追热点，
只会按照自己的节奏做事情。”

（1月22日《中国科学报》）

作为一个科学家，汪品先
院士最近很火。在碧波荡漾的
西沙海域，他凭借 82 岁搭乘

“深海勇士号”开展科考的壮
举，成为全世界最高龄的深潜
者。在年轻人聚集的互联网平
台，他又是吸粉无数的“科普大
V”，哔哩哔哩（B 站）140 万粉，
抖音 56 万粉，累计获赞超过
500 万 个 。近 日 ，B 站 公 布 了
2021年百大UP主名单，汪品先
的名字赫然在列。科研人生的
传奇经历、科普老顽童的形象，
让 86 岁的汪品先成了人们口
中的“网红院士”。

对于网红，汪院士认为，它
应该是正面的，是有些人把它
做砸了。对于现在不少科学家不
想红，不敢红，在参加科普活动
和接受媒体采访等方面也比较
谨慎的现象，汪院士表示了尊重
和理解，认为科学家对这种“流
量”保持警惕是对的。但汪院士
也认为，科学家不应该畏惧做网
红。科学的声音、科学的思想是
需要广泛传播的，这种传播不仅
有利于科学家的研究，同样也有
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
如汪院士所言，上课，最大的教
室也就几百人；写的文章，一般

有几千个人看就不错了。但是在
互联网平台上，动不动都是多少
万人。这是有利于科学知识的普
及，有利于公众对科研的理解和
支持，有利于人们科学精神塑造
的。

其次，社会也需要有影响
力的科学家。比如这两年新冠
疫情肆虐，钟南山院士、张文宏
医生、吴尊友教授等，成为了有
影响力的人士，他们精准发言，
不仅为公众解疑释惑，指明疫
情防控方向，还影响着防控政
策，其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在今天的中国，科普正在
变成新的消费需求，新兴的科
普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
求。做科普，还是很有价值的，
有兴趣的科学家，应该和大家
一起推进这项科普的事业。

当然，科学家做网红，是不
同于一般网红。科学家需要对
热 点 问 题 作 出 回 应 ，阐 明 真
相，但科学家不应围绕热点，
就像苍蝇追逐腐肉一样，去创
造流量，忘记了初心。科学家
也可以从相关活动中获得收
益，这是他们的劳动所得，无
可非议，但科学家不应为了金
钱、利益，去执着于科学以外
的东西。即便维权，也应委托
专业人士进行。

也要注意到的是，每个人
的兴趣、爱好以及对事物的认
识不同，鼓励和支持科学家做
网红，并非就要求科学家一定
要做网红。有些科学家并不擅
长站出来做科普，也不喜欢做
科普，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

关育兵

日前，教育部联合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 8 部门对 2016 年
印发实施的《职业学校学生实
习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进一
步明确了学生实习的行为准
则，为实习管理划定了“红线”。

（本报今日A03版）

实习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理论知识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的重要环节。

从常识角度来说，职校生实
习内容应该与其所学专业对口
才有意义，然而媒体报道中反映
专业不对口的例子不少。如会计
专业学生在景区鬼屋扮鬼、检查
游戏设备。所以，新规明确实习
岗位应符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
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原
则上不得跨专业大类安排实习。
这条“红线”很有针对性。

再比如，强制实习现象也
较多。比如去年媒体报道，江苏
省盐城技师学院强迫学生到指
定工厂实习，否则就不给发毕
业证，这就是典型的强制实习，

职校毫不尊重学生合法权益。
新规定则明确，职业学校安排
岗位实习，应当取得学生及其
法定监护人（或家长）签字的知
情同意书。也就是说，学生或家
长的“知情同意”，是职校安排
学生实习的前提条件，是职校
须遵守的“红线”。

另外，针对收费实习、违规
安排加班等问题也进一步划

“ 红 线 ”—— 共 提 出 1 个“ 严
禁”、27个“不得”，这并非“放空
枪”，都有现实反面“靶子”。这
次新规，比以前规定更明确更
严厉，第七章为“监督与处理”
中，明确对违规者依据《教育
法》《职业教育法》处罚，对学校
相关责任人进行处分或者依法
追责等。

实际上，职校生实习曝出
的很多问题，2016 年版规定中
已有相关要求，但职校并没有
按照规定去操作。所以，新规定
进一步划定“红线”值得肯定，
但如何捍卫“红线”更值得探
讨、探索。虽然新规定明确，教

育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职业
学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协调落
实机制；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
将治理实习违规行为纳入整顿
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有关工作
体系等，但似乎还不够。

从过去情况看，实习学生
被侵权，一个重要原因是学校
太强势，绝大部分学生对违规
操作不敢说“不”，个别学生投
诉或出事真相才曝光。所以，普
及新修订的规定，应作为实习
前必须上好的一“课”，即先安
排学生学习《职业学校学生实
习管理规定》，并提供主管部门
投诉电话，然后才能安排学生
实习。

另外，还应该考虑分别制
定“黑名单”，定期公布违规职
校和实习单位，并与相关的支
持、奖励、荣誉等政策挂钩，以
倒逼职校和实习单位规范化操
作。而首次配发实习协议示范
文本，也是促进三方规范化操
作的重要安排。

冯海宁

1月16日，河南南阳。12岁男
孩报警称自己遭遇家暴。原来父
子俩因玩手机大吵，父亲动手打
了儿子。经民警调解后，男孩承认
错误、主动写下检讨，父亲也向孩
子道歉。

（1月23日澎湃新闻）

近年来，未成年人因“被家
暴”报警求助的案例越来越多。对
于“被家暴”的孩子来说，选择报
警说明他们有着很强的自我保护
意识。但任何事物，不止一面。

自我保护意识只是一方面，
孩子报警“被家暴”的另一面，是
家庭教育的失败。家庭是孩子成
长的地方，家长教育应当讲究方
式方法，随意的打骂不仅会伤害
孩子的自尊心，还会给孩子未来
的成长造成巨大的心理阴影，使
孩子产生自卑人格，甚至会造成
孩子社交焦虑。

再说，传统的“棍棒底下出孝
子”那一套不但已经过时，而且涉
嫌违法。今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第 二 十 三 条 对 家 暴 明 确 说

“不”：“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
监护人不得因性别、身体状况、智
力等歧视未成年人，不得实施家
庭暴力，不得胁迫、引诱、教唆、纵
容、利用未成年人从事违反法律
法规和社会公德的活动。”这就意
味着，家长如何对待孩子，正式从

“家事”上升为“国事”。家长对孩
子恶语相向、拳脚相加，弄不好会
收到法院的“家庭教育令”。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很多
未成年人身上出现的问题，都与
其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联。未
成年孩子有些叛逆，家长要学会
与孩子做朋友，以平和的口吻与
孩子沟通观点和看法，如果一味
地打骂，家长和孩子之间就形成
了“敌对”的紧张关系。家长在平
时的生活中要多关心孩子的思想
动态，孩子贪玩不爱学习，或沉湎
手机游戏，家长要俯下身子心平
气和地与孩子进行平等交流，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孩子端正学
习态度，自觉远离手机游戏，把精
力花在学习上。暴力相向，只会适
得其反。

维扬书生

12岁孩子报警“被家暴”
别只当笑话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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