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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晚，杭州市澎博小学
里，二年级240名学生的191位爸
爸到学校参加了家长会，当场做了
一份“知子问卷”，十道题，每题10
分，得分不满60分的爸爸有80人，

“及格率”不到60%，最低的考了10
分。

（4月17日红星新闻）

一份十道题的“知子问卷”，竟引
起强烈关注，足见父亲与孩子的亲子
关系、家庭教育问题极具普遍性。

有人对“及格率”不到60%的考
试结果倍感扎心；也有人质疑题目
设计有问题，还有人一看到老师考
家长就义愤填膺，认为这种问卷考
试是对家长的侮辱，学校在推卸教
育责任。

其实仔细看看考题：孩子学号
是多少？最喜欢的一道菜是什么？
孩子最近在读什么课外书？孩子最
喜 欢 的 运 动 、最 喜 欢 的 课 是 什
么？……这些问题并不复杂，并不
需要高学历、高智商，只要稍稍留
心一下孩子，便可以给出正确答
案，得到不错的分数。特别是，“写
一写孩子的优点”这一题，爸爸们
失分较多，其中一位完全空白、没
写出孩子优点的爸爸，他的孩子在

“视频信”中希望他少出去喝酒，多
陪陪她，此种问答令人感慨，也印
证了老师们的教育观察：爸爸们的
得分与他们平时陪伴孩子的时间
成一定正比关系。

更多网友认为爸爸未能陪伴
孩子有诸多客观原因，工作忙、赚
钱养家压力大，出差多……这些情
况的确存在。然而，爸爸们不妨扪
心自问，每天都早出晚归，真的忙
到抽不出一点时间和孩子交流？这
份“知子问卷”，将父子间的剪影放
大于我们面前，折射出当下的情感
困境和家教困惑。

研究显示，父亲的教育作用是
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父亲对孩
子的性别角色、性格的形成、能力
的培养、智慧的启迪等方面都有很
大影响。事实上，古今中外并不乏
工作家庭两不误的成功范例。家庭
教育很多时候，非不能也，实不为
也。父亲的言传身教更多地不在于
时间和距离，而在于用心。

“知子问卷”“考问”家教责任。
它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提醒爸爸们：
父亲在家庭教育中应该承担更多
的责任，让孩子更好地感受到父爱
的陪伴。纠正父亲缺位的家庭教育
误区，促进家校共育，让孩子在父
爱母爱、老师关爱的多重滋养下健
康成长。现代社会，孩子及社会都
对家庭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
要家长尤其是爸爸们认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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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东西部“教育共富”为什么行？

热点追评

百姓话语

东西部教育如何更好协作？
如何推进中高职教育有效衔接？
如何实现教育、科技、人才协同
发展？4月14日，“东西协作 产
业赋能 融合共生”论坛在成都
举行，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校长
作为东部地区学校代表受邀参
会，并就东西部携手教育共富发
表了见解。

（4月18日《现代金报》）

东部省市中高职对中西部
地区部分学校进行定点帮扶，让
中西部学校在教学设施、师资建
设、课程建设等方面得到较大改
善，对提高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而今，跨越山海的教育帮扶
计划跃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即：
中西部携手实现“教育共富”。

“教育共富”是高层次的教育帮
扶目标，这是一个经过协作双方
共同努力能够行之有效的目标，
这个目标为什么行？主要有以下
三方面因素。

教育帮扶以优势互补为主

基调。
提起教育帮扶，似乎就是薄

弱校依托优质校的各种资源，按
照优质校设计的发展思路实施
教育教学。按照这样的帮扶逻
辑，薄弱校能够获得很多资源，
但内生力却会受到较大的制约。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对西部地
区的教育帮扶，本着“优势互补”
的原则，充分发挥协作学校的专
业优势、人才优势及资源优势，
在优势互补的过程中，协作双方
的内生力、自主权、积极性等都
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及激发，为

“教育共富”奠定了基础。
构建大区域长学制一体化人

才培养模式。
教育发展的关键是教师，实

现教育共富的关键是师资。以宁
波市为龙头的教育帮扶，在优秀
师资资源利用上淡化名师送教走
教，强化教师之间互派、互研、互
培，实行大区域长学制一体化人
才培养模式探究，将教师培养放
在跨越山海的大区域中，且将一
次次临时性培养活动转变为长周

期系统性培养，给薄弱学校留下
一支带不走的优秀师资队伍，加
快了薄弱学校共富的步伐。

产教融合打破地域边界。
一般而言，产业升级换代速

度远快于职业院校专业调整，在
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部分职业院
校在专业建设尚未成熟时，该专
业对应的产业有可能已经升级
或转型。所以，以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职业院校，其产教
融合范围不应只局限在某一地。
东西部经济发展布局及产业结
构存在不同，职业教育在产教融
合上协同发展，可打破产教融合
的地域界限，让每一个专业都能
找到与其融合的产业，为“教育
共富”提供了重要抓手。

没有“教育共富”就没有教
育均衡发展。在职业教育发展过
程中，东西部地区中高职虽然距
离遥远、发展水平不同，但“教育
共富”的目标是一致的。在东西
部共同努力下，“教育共富”不仅
可行，而且还能行得稳、行得远。

吴维煊

步入信息化时代，当形形色
色、良莠交杂的网络短视频日益
影响人们生活之时，当我们忧心
于老年人和互联网之间的“数字
鸿沟”之际，一个群体的出现，让
无数人为之振奋、感动、满心敬
佩，也为高质量网络知识传播注
入信心，他们就是“银发知播”，
一大批以网络平台为“教室”、以
三寸屏幕为“黑板”，面向广大网
友无私传授自己毕生所学的老
年短视频博主。

（4月18日《光明日报》）

是的，“银发知播”以知识为
载体，创造流量甚至自带流量，
在没有墙壁的教室、不设门槛的
大学里，辛勤耕耘，默默奉献，桃
李芬芳。他们以奋斗为底色，发
挥自身拥有的文化知识优势，将
更多实用的知识、生活的技能、
丰富的资讯、独到的观点等，以
朴实的语言、风趣的表达，传递
给更多人，也得到了人们发自内
心的喜爱。

这群“爷爷奶奶”级别的退
休老人，在网课直播间里欢脱幽
默地传授“硬核”知识。他们退休
前是老师、导师甚至院士，他们
通过网络授课，用日复一日的耐
心播下希望的种子，使更多人受
益。

而且，这群“银发网红”还在
授课中以自身健康乐观的生活

态度，影响着受众甚至整个网络
社会。他们用心传播正能量，使
网络更加清朗，这使他们成为传
播网络文化正能量一支重要力
量。与网络浅层次的庸俗、低俗

“短平快”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使
“银发知播”不仅成为网络的使
用者，还成为网络的创造者，正
能量的引领者。

“银发知播”频频“出圈”充
分证明，社会对高品位文化知识
的需求有很大的市场空间，而

“银发知播”的出现恰逢其时，既
是大众的渴求，也是网络做大做

强，朝着良好生态迈进之需。如
“银发知播”们所为：“让科研和
科普‘无缝’对接”“在科普路上
保持好奇与童心”“哪怕只帮到
一个人，也值了”……

毫无疑问，“银发知播”的出
现，让正向价值有了更有效的传
达，让科学知识得以传播，使网
络生态环境得以优化。由此，“银
发知播”绽放余热，夕阳更红感
动中国。期待“银发网红”传播更
多“活知识”，使人们学到“真功
夫”、掌握“硬本领”，在各自岗位
上做出更优异成绩。 刘天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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