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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眼球的标题，配上类似
校园场景、学生背景的视频和照
片，一起起“教师失德”事件瞬间
被引爆……近年来，人们对师德
师风等教育话题颇为关注，但一
些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污名化、
刻意炒作有增加趋势，让不少教
师在不利舆论环境中如履薄冰。

(6月11日半月谈)

教师是立教之本，师德是教
育之魂。人们关心“教师失德”事
件，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其
本身并非坏事。

但问题在于，一些人对“教师
失德”事件的关心“跑偏”了，目前
涉教师不实舆情高发。虽然随着我
国师德师风建设制度相继出台，师
德违规案件数量总体下降，但针对
师德师风的负面舆情并未减少。随
着社交媒体、自媒体的发展，涉教

师不实舆情变得更加严重。
媒体调查，涉教师不实负面

网络舆情有不实举报、引导舆论、
教师污名化、恶意炒作等多种。涉
教师不实舆情让教师成了舆论攻
击对象，对教师造谣中伤，破坏了
家校信任，破坏了尊师重教的社
会氛围。

涉教师不实舆情还会导致一
些教师在管理教学上“不敢管”，
变得束手缩脚，对学生放任不管。
污名化教师等，还会让教师寒心，
不仅损害教师权益，最终伤害的
还会是学生群体和教育事业。

涉教师不实舆情的存在，不
意味着舆论对教师的监督不可
取，相反，还应该加强对教师的监
督。关键监督不能“跑偏”，不能对
教师进行不实举报、污名化、刻意
炒作等，要引导社会力量正确监
督教师，对于涉教师不实舆情则

要依法严厉惩治，保护好教师的
合法权益。比如对于涉教师不实
舆情的造谣者、传谣者要能依法
依规进行惩治，网络平台要履行
好管理责任，加强管控自媒体账
号，杜绝涉教师不实舆情。另外，
要补上学校舆情处置、依法治教
的短板，学校管理者要加强媒介
素养培训，要提升依法治教能力。
每位网友也要提升网络素养和法
律素养，要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
传谣。

教师是教育的“燃灯者”，是
学生成长的“引路人”，要保护好
教师的合法权益，营造尊师重教
的社会氛围，不能让教师在“谣言
陷阱”中泥足深陷。对涉教师不实
舆情要合力围堵，为教育的“燃灯
者”点亮“法治明灯”，为他们照亮
前行的路，这照亮的也是教育前
行之路。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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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下午4点30分，随着
铃声响起，2023年浙江高考最后一
门科目——地理考试结束，今年历
时4天的高考也正式收官。据悉，6
月下旬2023年普通高校在浙招生
计划正式发布，2023年高考分段线
和考生成绩也将发布。6月29日至
30日进行2023年高考首轮志愿填
报。

（本报今日A04版）

志愿填报不仅关系到在哪个城
市求学，也关系到未来的就业。志愿
填报不仅关系地域之间横向的社会
流动，也关系“上的学校越好，读的
专业越好，将来找的工作越好”，关
系“更上一层楼”纵向的社会流动，
重要性不言而喻。

志愿填报并非易事，关键在于
既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存在着渴望

“最优选择”的成功焦虑。一方面，同
一所大学同一个专业，究竟有多少

考生报考，是一个未知数，导致志愿
填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既可
能带来“捡漏”的机遇，也可能承受

“掉档”的风险；另一方面，在高考分
数一定、省域排位一定的情况下，

“求稳”就意味着一定的分数浪费，
“冲一冲”就意味着机遇与风险并
存。

同样的高考分数，很多时候都
会面临着是学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
的难题。作为一名高校教育工作者，
笔者的建议是文史类考生可以学校
为先，理工类考生可以专业为先。究
其原因，文史类专业“护城河”一般
不够坚实，实力更强、美誉度更高的
学校在求职中更容易受到青睐；理
工类专业则与之相反，“江湖地位”
已经在市场中形成，哪怕学校整体
实力赶不上有些高校，不少用人单
位依然愿意招聘该专业毕业生。当
然，这样的判断也不能“一刀切”，还
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志愿填报事关重大，觉得自己
力不从心的家长可以多听取班主任
和其他老师的意见建议，或是加强
与高校招生工作人员直接沟通，通
过网络加深对学校的认识与了解。
更为关键的是，考生要听从自己内
心的声音，重新发现和认识自己，在
遵从现实的基础上，选择自己喜欢
的大学或专业，切不可趋之若鹜填
报自己并不喜欢的热门专业。

与高考“一考定终身”一样，志
愿填报“一报定命运”已经逐渐被打
破。没有任何志愿可以定义考生的
一生，在价值实现路径越来越多样
化的当下，考研、留学、就业、创业等
众多渠道为每个人提供了多元化的
发展空间。更进一步说，不论被哪所
学校和哪个专业录取，进入大学并
非终点而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起点；
志愿填报只能让考生实现“去哪
儿”，“怎样度过大学生活”需要考生
重新作答。 杨朝清

6月，第二届浙江技能大赛开
赛，浙江多所职业院校以此为舞台，
争夺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入
场券”。在已经进行的比赛中，宁波
多位参赛选手均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

（本报今日A11版）

本届浙江技能大赛“硝烟四
起”，不仅是一次对各大技工院校教
育质量和办学水平的检验。而且，借
助比赛，选拔一批具有大国工匠潜
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并通过以赛促
教、以赛促改、以赛促学，将竞赛内
容、标准、规范反哺教学，促进职业
学院与本赛项相关专业的工学一体
化改革。同时，大赛也是新一代技能
人才胸怀理想、展示自我、点亮未来
的圆梦舞台。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从劳动密
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我国急需
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而职业教
育正是为国家培养技能型、应用型
人才的摇篮。

就此而言，举办技能大赛，不仅
让社会各界看到了职业院校学生的
真本领、硬功夫，证明了新时代职业
院校的学生技能在身、百业可为，也
彰显出职业院校教育是可以培养多
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
创业的重要途径。进一步看，职业教
育要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技能的展
示、切磋环节，是必不可少的。它不
是说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所以说，近年来，国际国内的职
业技能竞赛蓬勃开展，正在成为促
进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重要手
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统筹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
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再
次明确了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
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教育没有高低之分，职业
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是年轻人成
才的途径之一。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从个
人角度而言，技能是立业之本。拥有
一技之长，有助于更好就业，为幸福
生活打下坚实基础，也有助于成就
出彩人生、创造不凡业绩。从这个意
义上说，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让更多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创
造社会价值，也是在为美好生活夯
实根基。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出
一批批高素质的能工巧匠，更是“中
国创造”走向世界的人才保障，更是
对新时代新呼唤掷地有声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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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以赛强技
推动职教高质量发展

志愿填报，要学会认识和发现自己

莫让教师
在“谣言陷阱”中
泥足深陷 漫画 严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