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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有天赋的孩子接受个性化培养

严厉打击“黑竞赛”
让竞赛回归本源

寒假过半，有人借寒假之机违
规举办竞赛活动。对此，教育部再
次提醒广大学生和家长，凡未列入
教育部公布的《2022—2025 学年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名单》的均属违规举办的“黑竞
赛”；所有竞赛的结果均不得作为
中小学生招生入学依据，也不得作
为中高考加分项目。

（本报今日A03版）

凡 未 列 入 教 育 部 公 布 的
《2022—2025 学 年 面 向 中 小 学 生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单》的均属
违规举办的“黑竞赛”，这是再次
重申，是否最后一次提醒？恐怕可
能性不大。除非“黑竞赛”完全销
声匿迹了。

“黑竞赛”的背后是利益，相关
组织者和商家可以从中获得高额
利润，只要“黑竞赛”还能够进行，
利益就不断。当然，还与家长“宁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有
关，只要有“竞赛”，不管是“黑竞
赛”还是“白竞赛”，先参加再说。

应该说，只要“黑竞赛”还存
在，可能很难保证家长和学生视而
不见，也很难保证家长和学生不参
加。因为一些家长始终相信，“竞赛
证书”是有用的，相信可以作为一
些学校，特别是民办学校的入学依
据，可以获得意外的加分。即便明
面上不能加分，可能也会增加老师
的好感，会给老师“出色”的感觉。
所以，“黑竞赛”不仅加重了家长和
学生负担，也引发了社会焦虑。除
了给组织方和搭车的商家赚得盆
满钵满之外，别无一利。

举办中小学竞赛，是为了激发
学生的兴趣，这是竞赛的初心，这
不能违背。打击“黑竞赛”也是为
了让竞赛变得更纯粹，不再被利益
绑架。从这个意义上说，“黑竞赛”
仍然存在，这表明打击力度不够。
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增
加惩罚，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让相
关人员得不偿失，另一方面要做好
家长的宣传工作，特别是要用事实
证明，不管参加什么样的“黑竞
赛”，所获得的任何形式的“获奖
证书”，都不会作为中小学生招生
入学依据，也不可能作为中高考加
分项目，如果存在学校故意误导家
长，要对学校进行严厉的处罚。处
罚加重了，才有威慑力，才能让

“黑竞赛”的土壤消失，将家长和
学生从“竞赛”中解放出来，真正
实现“减负”。

王军荣（教师）

近日，一位14岁就被保送清
华的初中生，引发了舆论关注。

去年10月，桂林市国龙外国
语学校初三学生官子钦接到通
知，获得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
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以下简称

“数学领军计划”）2023 年第一批
入围认定，成为全国总数不到 50
名获得该资格的学生之一。今年
春天，他将师从国际数学大师丘
成桐先生本硕博八年连读，父老
乡亲敲锣打鼓舞狮为其庆贺。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每有
天才少年冒出来，都会极大吸引
公众的眼球。看着“14 岁保送清
华”“本硕博连读”的字眼，网友
们纷纷感慨自己是来人间“凑
数”的。赞叹羡慕之余，也不乏有
人担忧小小年纪进入大学，是否
会遭遇“拔苗助长”之困。这并非
空穴来风，现实中，遭遇“伤仲
永”之痛的“神童”屡有听闻。

清华大学“数学领军计划”

设立预科培养的初衷，是通过特
殊的选拔机制，让有数学天赋的
少年天才，早日进入数学研究领
域，不拘一格、因材施教。为此，
在招生时设置了很高的门槛，考
生需要连闯初评、综合测试、专
业测试、体质测试、入围认定、确
认和预科培养七道关卡。

“无须高考”似乎是在走“捷
径”，其实不然。据悉，笔试测试
采用的是现学现考的形式，上午
安排两场授课讲座，下午直接对
上午所教的内容进行笔试，意在
考察学生研究数学的能力和快
速学习的能力。一言以蔽之，要
想闯过上述七道关卡，不仅需要
数学天赋和浓厚兴趣，还要具备
较强的综合素质。

值得一提的是，2022 年北京
大学也推出了“物理学科卓越人
才培养计划”，主要招收初中三
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实施
本科-博士研究生衔接的“3+X”

培养模式。与清华大学的“数学
领军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

选拔有天赋的孩子进行个
性化培养，不是拔苗助长而是因
材施教，更体现了国家对基础学
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度重
视，关乎长远之计。需要提防的
是，部分学校和家长可能会以功
利化的眼光看待，将其视作上名
校的“终南捷径”。如果不是出于

“真爱”，即便侥幸入围，最终恐
怕也不能免于“泯然众人”的命
运，甚至会因为拔苗助长而打断
了正常成长的节奏，得不偿失。

自古英雄出少年。期待神情
淡定、踏实稳重的官子钦同学进
入清华大学后能取得更好的成
绩。如何让更多有天赋的学生接
受有针对性的个性化培养，不仅
关乎个体的成长，也是促进深层
次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值得进
一步思考和探索。

胡欣红

浙江宁波市14岁的小胡今
年读初三，因为马上要面临中
考，父母平时对他学习抓得很
紧。为了避免小胡寒假玩游戏分
心，父母没收了他的手机。春节
后，小胡偷偷花 4000 多元压岁
钱给自己买了一部新手机，结果
在家里掀起轩然大波。

（1月31日《宁波晚报》）

伴随着物质生活的渐次丰
盈，孩子们的压岁钱越来越厚
重；少则上千元多则上万元的压
岁钱，让孩子们在短期内成为

“小富翁”。如何支配压岁钱，不
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教
育问题。在未成年人小胡看来，

“我的压岁钱我做主”，用压岁钱
买新手机无可厚非；然而，在父
母看来，“用压岁钱买新手机”则
是一种需要纠偏的失范行为。两
代人不仅存在着代际差异，也存
在着文化冲突。

从法律角度上说，压岁钱属
于一种赠予行为，压岁钱所有权
归属孩子。只不过，在中国这样的
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亲戚
赠予孩子们压岁钱看似“没有条
件”，实际上也被纳入人情往来。
压岁钱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具
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更进一
步说，“用压岁钱买新手机”表面
上用的是亲戚给的压岁钱，实际
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成本转嫁

给父母或者祖辈而已。
年岁日益增长，孩子们的权

利意识也不断增强；处于青春期
的初中生，对于父母将压岁钱完
全占为己有，越来越不认同。根据

《民法典》有关规定，监护人应当
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
行监护职责，父母除为维护孩子
利益外，不得处分孩子财产。此
外，父母在作出与孩子利益有关
的决定时，应当根据孩子的年龄
和智力状况，尊重孩子的意愿。已
经年满八周岁却尚未满十八周岁
的小胡，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其购买价格 4000 多元的新手机
或进行较大金额的游戏充值、网
络打赏等，需要经过父母同意
或者追认才有效。

著名法国作家
小 仲 马 的 代 表 作

《茶花女》中有一句
名言，“金钱是好仆
人、坏主人。”如

何使用压岁钱，不仅是一种利益
关系，也是一种情感关系。家长
们不能简单、生硬地将压岁钱据
为己有，而是要教会孩子们正确
认识压岁钱、合理使用压岁钱，
在协商中引导孩子们将压岁钱
使用在保险、阅读、运动健身、兴
趣培养和公益活动等更有意义
的事情之上，让压岁钱物尽其
用。 杨朝清

如何用好压岁钱？
是很好的育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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