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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5点的长沙是什么样子？
没有拥挤热闹，却已有无数忙碌的
身影，菜市场为售卖做准备的摊
主、街头奋力清扫的环卫工、热气
腾腾准备美味的早餐店店主……
为了让9岁的双胞胎女儿体验生
活，了解不同的职业，了解劳动的
艰辛，学会勤劳与节俭，长沙宝妈
杨琳带着孩子走上了凌晨的长沙
街道。

（2月28日《三湘都市报》）

凌晨5点，甚至更早的城市到
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别说是正
在上小学的孩子了，多数不习惯
早起的大人恐怕也不知道。所以
当这位妈妈领着两个女儿和她们
的同学走上凌晨 5 点钟的城市街
头，探访菜市场的摊主、正在努力
工作的环卫工人，以及忙忙碌碌
的早餐店店主的时候，带给孩子
们心理上的冲击和震撼，还是很
大的。

在我看来，家长能够“凌晨教
子”，背后既体现出为人父母者的
良苦用心，同时也体现出家长们
的教育智慧，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孩
子了解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日
常，可以借此让孩子们了解劳动
的价值，体会生活不易，同时也体
会到父母辛苦工作，挣钱养家的
不容易。凌晨 5 点钟，绝大多数孩
子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中，但是
对于很多劳动者来说，却早已起
床，开始了一天的辛苦劳动。我们
走在干净整洁的街道上，是因为
环卫工人的辛苦付出；我们能吃
上早餐店美味的早餐，是因为早
餐店店主、员工的辛勤劳动。当这
些劳动者忙碌的身影被孩子们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对于引导和培
养他们尊重劳动者，体会劳动的
不易，都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孩子们平时在学校接受的以
理论教育为主，或者说，就是以老
师的说教为主。很多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其实不是家
长和老师教育得不好，也不是孩
子不懂事，而是单纯理论说教已
经让孩子产生了“审美疲劳”，而
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起到“外化于
行，内化于心”的作用，让孩子们
产生心灵上的触动。实践也证明，
当这位家长领着几个孩子走近环
卫工，走进早餐店，走向菜市场，
对孩子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
冲击，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生活的
不容易，劳动者的不容易，父母维
持一个家庭的不容易。这样的教

育效果，依靠单纯的说教，是很难
达到的。

这几年，“体验式教育”受到
了很多家长的欢迎，比如有家长
会把厌学的孩子带到工地、工厂
去体验劳动的艰辛，以帮助其回
心转意。但是这也提醒我们，像是

“凌晨教子”这样的“体验式教
育”，要谨防跑偏，家长不能告诉
孩子，只有好好读书，才能不用那
么早起来摆摊卖菜、打扫卫生，或
者是去工地搬砖。那样的话，反而
会让孩子看不起一线的劳动者，
就与我们的教育宗旨背道而驰
了。

苑广阔

因为新设立9所职业院校，位
于中部地区的河南职业教育再次
受到关注。在网友评论中，“作为
高考大省，多设两所好大学不行
吗”“新设立9所职业院校还不如
增加一所本科”等质疑并不少见。

（3月1日《工人日报》）

显然，“为何新增的 9 所高校
均是职业学校”在河南备受热议
和关注的背后，一方面是社会各
界对于教育优质资源不足的忧
虑，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职业教育
的社会认可度依然不高。

职业教育在社会上的认可度
上之所以不高，主要因素是对职
业教育存在偏见。比如，“孩子考
不好，只能报职校了。”在部分人
的偏见中，职教是中高考失利学
生不得不选择的方向，职业教育

就是“差生”托管。
当然，也要看到，职业教育之

所以不受待见，也与职业教育与
普通教育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
前景等多方面存在不平等，以及
不少初高中学校追求升学率，忽
视职业启蒙和职业规划教育；中
学校企合作几乎为零，校方缺少
职业启蒙教育等息息相关。

所以，要想消除对职业教育
的偏见，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接
受度，首先要大力提高职业教育
的地位。换言之，光在立法层面明
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
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远远不
够，还必须通过相应的执法和司法
等予以具体贯彻落实，以确保职业
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地位”的实
现。其次，政府等相关部门要通过
各种窗口，将职业教育“秀”给社会

看；要以科学依据分流职教和普
教，从根源上扭转师生偏见；要将
职业启蒙教育引入中学课堂，让学
生对不同职业有充分认识；要建立
校企合作，普及校校合作，增加职
业见习等实践机会。

职业教育应该是为了培养更
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同时满足行业和企
业的期望。因此，要增强职业教育
的吸引力，要从根本上消除公众
对职业以及职业教育的社会歧
视，既需要职业院校打铁还需自
身硬，提高办学质量，也需要打破
就业壁垒，优化职教生的就业环
境，打通职校生在用人单位的上
升通道，全面提高技术技能人才
待遇，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学校、
企业乃至全社会等多方努力。

王志顺

从“必测”
调整为“选测”
体现决策理性

2 月 28 日，2023 年宁波市体
育中考方案发布，方案明确，分值
不变，项目有所变化，其中最引人
关注的是中长跑项目的变化，即男
生1000米、女生 800米由必测项
目调整为选测项目。

（本报今日A03版）

今年体育中考怎么考？牵动着
各地家长、学生的心。由于疫情关
系，调整是必须的，怎么调整？从此
前掌握的情况分析，大致有这么两
种：一是如上海发文明确体育中考
统一考试暂停，相应成绩按满分
计；二是如贵州等地，调整体育中
考项目，取消男生 1000 米、女生
800 米跑项目。随着宁波方案的发
布，现在有了第三种。孰优孰劣？窃
以为，宁波的最优。理由如下：

其一，中考与高考一样，都是
决定学生命运的大考，考试科目的
设定和分值的确定，都事关考试大
纲和国家课程方案，体育列入中考
科目是大纲和课程方案明文规定
了的，不能随便暂定或取消，否则
会显得不严肃，会诱导家长和老师
产生误解：体育毕竟是副课，可有
可无。这一导向与“五育并举”不
符。

其二，今年不同于 2020 年，当
前新冠疫情已进入“乙类乙管”阶
段，绝大部分学生都已经“阳康”，
很多学生已经开始恢复锻炼，尤其
是初三学生正在抓紧锻炼，提高体
能，做好了迎考准备。如果取消体
育中考，对体育成绩本来就比较优
异的学生和正在积极锻炼的学生
不公平。

其三，考试时间安排在 4 月 24
日（推迟一周进行），距开学已经过
去了两个半月，在体育老师的科学
指导和带领下，经过一段时间的锻
炼，初三学生的体能已基本恢复，
已经逐渐适应了体育中考统一考
试的强度。宁波某体育老师表示，
初三学生的体育中考练习，跳跃、
力量类都基本恢复正常，但在耐力
类方面，根据每个学生情况安排练
习，整体上学生的恢复情况还可
以，没“阳过”的和“阳过”恢复较好
的学生已经恢复了八成左右的体
能。

所以说，方案将中长跑项目做
出上述调整，既顾及了后疫情时期
的特殊情况，又照顾了学生的实
际，凸显了教育公平，符合“五育并
举”的导向，体现了决策者的理性、
睿智和虚心听取群众意见、集思广
益的民主精神，赞一个。 王学进

“凌晨教子”
体现教育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