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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职高和普高 都能“一起向未来”

今日金评热点追评

孩子考不上高中，被“分流”
到职校怎么办？为此，一些家长
焦虑不断。近日，教育部强调，高
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中考“普职
分流”有其必要性。不过，要缓解
人们的焦虑，中职教育需要调整
定位，增加升学机会和发展通
道，提高质量提升形象，避免“普
职分流”变成“普职分层”。

（3月2日《工人日报》）

“普职分流”变成“普职分
层”是很多家长的焦虑。有人认
为这种焦虑是不应该的，必须面
对教育改革的现实，必须面对

“普职分流”的需要，必须要有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要知道孩
子成才的路有千万条，不是只有
上普通高中考大学一条路，体力
劳动和智力劳动一样能够成就
精彩的人生！

话倒是这个理。关键问题
是，如何让家长们高高兴兴接受

“普职分流”的制度变革？在“普
职分流”变成“普职分层”的焦虑
里，不少家长建议推迟“普职分

流”的时间，要慢慢来，别一刀
切，别一步到位。应该说，家长的
这种诉求虽然有点“强人所难”
但是也未必没有一点道理。当务
之急的事情是，要让家长告别

“普职分流”变成“普职分层”的
焦虑！

对家长而言，想让孩子成为
人中龙凤是可以理解的。当然，
孩子的成才也需要理智的面对，
究竟什么才是成才？不是只有

“上大学”一条路，不是只有“坐
在办公室里指挥他人”才是成
才，不是只有成为大科学家、大
文学家、大物理学家才是成才，
社会分工不同，能成为“人中龙
凤”的能有几人？

作为家长，我们也需要接受
“平凡的孩子”，需要理智面对
“文化成绩不好的孩子”。但是，
作为教育改革，也需要回应家长
的困惑和期待。也就是说，我们
回应“普职分流”变成“普职分
层”的焦虑，不能只靠苦口婆心
的劝说，只靠“劳动者也是光荣
的”道德精神托举。

缓解人们焦虑，中职教育需
要调整定位，增加升学机会和发
展通道，提高质量提升形象。比
如，上了职高之后，如何提高职
业教育的档次，让职业教育出来
的孩子能够真正在社会上“吃
香”？比如，如何畅通“职业高中
考正规大学的路径”，而不是进
入职业高中之后进入正规大学
的路径很狭窄，甚至是希望渺
茫！比如，如何让“体力劳动”的
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荣耀价值
得到充分体现，让人们真正不再
歧视“体力劳动”，不再歧视职业
教育？其实，答案是唯一的，那就
是让“体力劳动”获得更大层面
的认可，就是幸福感和获得感是
不是饱满。

最终需要做到的就是：避免
让“普职分流”变成事实上的“普
职分层”。做到这一点，才能真正
让职业教育健康成长。实现“你
读了普高，我上了职中，我们都
有美好的未来”认同。让职业高
中和普通高中“一起向未来”。

郭元鹏

“教资热”需多点“冷思考”

近年来，不仅是教师资格考证
热，师范类专业招生竞争也较为激
烈，师范院校的投档线因此飙升，诸
如华中师范大学录取线仅比北大、清
华低13分，东北师范大学录取线甚至
超过了浙江大学。这也说明，教师已
经变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香饽饽。

不可否认，在当今就业竞争激
烈的大环境下，高校毕业生持证就
意味着多了一条出路。这自然会让

“教资热”持续存在。说到底，“教资
热”与就业压力有关。当然，近年来，
国家提高了教师入职门槛，教师资
格证成为编内外教师上岗的必要条
件，这也成了教资考试热度攀升的
重要原因之一。

“教资”上热搜，背后是“教师
热”。近年来，国家越来越尊师重教，
教师待遇和社会认可度越来越高。
但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面对“教资
热”，我们还需要冷思考。这不仅是
涉及当下年轻人职业发展的需求，
更关乎未来。

“教资热”不能只看表象，还要
看到背后的隐忧。就毕业生而言，不
要盲目跟风，而应注重提升自己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对自己要有清晰
的职业规划。在学有所成的同时，更
要学以致用，像尖子生的那种“神仙
打架”，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就政府而言，要办好让人民满意的
教育，在对标建设高素质的教师队
伍，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同时，更应重视教师专业素养考察，
提高“考过”门槛，宽报严过，维护教
师职业专业性、严肃性，让更多优秀
人才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

徐根凯

“教资”又上热搜了。3月1日，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面试结果、考试合格证明开通查询通道。社交网络上“教资认定”“教
资面试成绩”等多个相关话题占领热搜榜，“教师热”现象又成了舆论
话题。 （3月2日中国新闻网）

叫停学龄前儿童
培训APP

谨防一刀切
近日，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关

于进一步做好教育移动互联网应用程
序备案及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
稿）》，其中提出，“面向学龄前儿童培
训的教育移动应用一律停止运行”。

（3月1日《法制日报》）

意见精神符合“双减”政策，这个
没问题。“双减”要求各地统筹做好面
向 3 岁至 6 岁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
治理工作，“不得开展面向学龄前儿童
的线上培训”。北京此举体现了政府坚
决克服和纠正学龄前教育“小学化”倾
向的决心，值得称道。

确实，线下学龄前儿童教育存在
的问题，如“超前教育”导致“小学化”
倾向等，在线上学龄前儿童培训中也
存在。这些年各地教育部门下大力纠
正和克服学龄前儿童教育存在的“超
前教育”问题，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忽
视了线上学龄前儿童培训中的类似问
题，暴露出监管漏洞。

既然北京拟出台规定全面叫停学
龄前儿童培训 APP，应该是看到了这
类软件在为儿童教育的应试化倾向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必要叫停。但
以我对这类禁令执行情况的了解，担
心会出现一刀切、矫枉过正的现象。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学龄前儿童
教育有别于义务教育，它的教育性质、
内涵、外延包括教育形式都有其特殊
性，不能简单地用应试眼光去看待，更
不能用学校教育的评价标准去衡量。
张三认为某款 APP，如深受小朋友喜
欢的宝宝巴士、斑马等 APP 进行知识
培训，李四认为这两款软件有助于开
发儿童的智力和能力，听谁的？禁还是
不禁？而按照《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无论是学科还是非学科，都禁止向学
龄前儿童提供在线培训服务。

谁都不能否认，3到6岁的儿童需
要进行启蒙教育，也不能任其自发成
长。但要把握一条重要原则，即不能实
施超前教育，提前进行小学教育，应以
开发智力和提高活动能力为主，以不
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为主。

我的意见是，必须要做好甄别工
作，不能搞一刀切。由教育部门出面，
组建由专家、管理者、家长等多方参与
的治理委员会，将现有的学龄前儿童
培训软件逐一进行鉴别，保留符合规
定的，叫停不合规定的；同时，鉴于目
前的就业形势，也不宜叫停所有这类
APP，因为这关系到相当部分从业者
的生计，可行的做法是，通过行业协
会，建立和完善必要的行业自律机制，
要求软件开发商恪守本行业道德准
则，严格按照“双减”政策整改现有的
APP，开发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 APP，
如此，既能维系一个行业的生存发展，
又能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