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金评教育 A02
2022年12月2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胡晓新 美编：徐哨 审读：邱立波

根据这份报告，“我国未成年
网民达1.91亿”，触网低龄化趋势
明显。各类网络电子产品，越发成
为儿童的标配。在此大背景下，青
少年的网络沉迷问题，备受各方
关注。

近年来，防范未成年人网络
沉迷，在主管部门和主流平台的
共同努力下，已经筑起了基本的
技术防线。这其中，至关重要的就
是“青少年模式”。按照设计，一旦
设置了“青少年模式”，有关 APP
的使用时长、内容池、支付功能等
等模块，都会作出针对性限制。但
从实际反馈的情况看，这一对症
下药的保护工具，并未能充分发
挥效能。

据统计，未成年网民中，设置
过青少年模式的比例为48.2%。给
孩子设置过青少年模式的家长比
例为 47.3%。之所以会有如此结
果，一方面自然是由于“青少年模
式”的普及度、渗透率还不够高，
另一方面是仍有相当多的家长甚
至习惯于“手机带娃”乐得清闲。
在此心态下，自然对“青少年模
式”提不起兴趣。

防范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需
要技术工具，但更需要基于共识
的共同参与。很多时候，最需要上
心的家长们，反倒在此事上缺席、
失位。似乎，离开了手机，就不知
道如何陪伴孩子成长、如何安排
亲子时间。把孩子视作“神兽”、看

成“麻烦”，以敷衍、打发之心态育
儿，那么不知不觉间，下意识就把
孩子推向了手机和互联网。一个显
然的逻辑在于，重视防范孩子手机
沉迷的家长们，本来就会通过各种
方式控制其使用时长。而对此缺乏
认知的家长们，就算有现成的“青
少年模式”也懒得去用。

仅有不到一半的家长给孩子
设置过青少年模式，从某种意义
上说，这也是观察大众对青少年
网络沉迷问题重视程度的一个直
观指标。系统治理未成年人网络
沉迷，技术工具只是一个充分条
件。毕竟，技术工具，永远取代不
了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的重视与
引导。 然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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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文字能力纳入毕业要求很有必要
近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印发《关

于加强高等学校服务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高质量推广普及的若干意见》，
其中强调，学生应具有“一种能力两
种意识”（即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和自
觉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意
识、自觉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
的意识），高校要将其纳入学校人才
培养方案，明确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及
标准并纳入毕业要求。

（11月30日《中国青年报》）

谈及语言文字应用能力，换一种
说法也叫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而谈及
语言文字表达堪忧的表现，相信大家
都不陌生。比如，有的人写文章，写半
页不知所云，下笔千言离题万里，鲁

迅把这类人的这类文字评为“你不说
我还明白，你越说我就越糊涂”；再比
如，听有的人作报告或演讲，给人的
感觉，要么是东拉西扯、陈言充斥，令
人生厌；要么是逻辑混乱、思想贫瘠，
让人生畏。还有的人明明是想表达关
心，结果说出来的话却变成了伤人的

“利器“……诸如此类的表现，不仅给
人带来困惑，徒增人际沟通成本，也
会让表达者陷入被误解的困境。

大学是学校和社会的中转站，也
是提升文字语言表达能力的关键准备
期。如果在此期间，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得不到有效的训练，就很容易成为日
后职场上和人际交往方面的“硬伤”。
实际上，随着社会发展，语言文字应用
能力也早已不是少数专业和职业的

“专属”技能，而是各行业、各领域的普
遍要求。以此而言，此次教育部强调学
生应具有”“一种能力两种意识”，高校
要将其纳入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明确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及标准并纳入毕业
要求，提高大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无疑是立足于年轻人长远发展的务实
之举，也很有必要。

至于如何将这一有利于年轻人
长远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并切实提
升大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其实
也很简单。在笔者看来，对大学生而
言，恐怕重在平时有意识地建立自己
的语言词汇的“仓库”。只有像蜜蜂那
样博采于万花丛中，广泛地吸取生活
养料，不断地积蓄大量词汇，才能在
运用与驾驭语言文字时，像雕塑家对

手中的刀、画家对手中的笔那样得心
应手，娴熟于心。

而对高校担负教学重任的老师
来说，恐怕就不能像过去那样照本宣
科，而是一方面要将课文讲得绘声绘
色、抑扬顿挫，从而给学生以深刻的
教益与感染，另一方面则是站在国家
文化战略高度，并基于为社会造就更
多高素质的相关人才的广度，用自己
的热情激发学生对文字的敏感和兴
趣。总之，语言文字是一切事物和思
想的外衣，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
的载体，是人际交往的媒介，而高校
则担负着教育强国的重任，理当在提
升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乃至保
护民族的语言文化方面有所作为。

王志顺

宁波技师学院学生蒋昕桦获得世界
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冠军后，11
月28日，宁波市人社局、宁波技师学院领
导专程赶往蒋昕桦的老家去慰问他的家
人，从其父亲口中得知，两年前蒋昕桦与
天津的一名小学生结对助学，用自己在
比赛中获得的奖金帮助对方支付每年的
杂费等，已经结对了两年。

（11月30日《宁波晚报》）

这个消息与他获奖消息一样令笔者
惊叹。由此，第一时间想到宋朝大诗人陆
游在向儿子传授写诗经验时写的一首诗
中的一句诗：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意思是，学习做诗，不能就诗学诗，而应
把工夫下在掌握渊博的知识，参加社会
实践上。我们再次看蒋昕桦，他的成绩，
和他的生活，是相辅相成的。

蒋昕桦出身在一个单亲家庭，靠父
亲一个人打工所得维持一家生计，家境
并不富裕。按理说，学生是消费者，根本
无力资助困难学生；尤其是对蒋昕桦这
样出身在贫寒家庭的学生来说，自顾不
暇，哪有余钱结对助学？但他不仅做到
了，而且已经做了两年。难能可贵的是，
他不是从父亲那儿要钱去结对助学，而
是用自己竞赛所获奖金资助困难学生。
为了兑现他的承诺，资助这位困难学生
完成学业，他不断学习、发奋努力、刻苦
钻研，将维修技术学深学透，争取在各级
各类比赛中取得好成绩，拿到更多的奖
金。

由此，笔者想到一点：我们的中小学
从来没有忽视过对中小学生进行理想、
目标教育，但有一个共同的弊病，即只满
足于宏大叙事，理想过于崇高，目标过于
远大，虚无缥缈，可望不可及，脱离学生
实际，因而很难起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反
观蒋昕桦的目标理想，既崇高又切近，又
与专业有关，切合自身实际，因而时时刻
刻都在激励他朝着这一慈善理想不断精
进，最终成就了自己，又帮助了别人。从
中，我们能否得到一点启示呢？ 陌上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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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青少年模式“闲置”
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1 月 30 日，《全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

用情况研究报告》发

布，报告显示，未成年

人互联网普及率达

96.8%，达 1.91 亿。尽

管八成以上未成年人

和家长知道青少年模

式，但设置过的不到

五成，实际运用中还

有改进升级的空间。

（11月30日中新社）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