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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业教育 可以更“系统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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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小卖部不应成为
利益最大化的“生意场”

看似不起眼的小卖部，之所以
竞拍出如此惊人的天价，主要是校
园里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有很强
的垄断性；同时，每天都有稳定的
客流量，8300 多名学生和 632 名教
职工都需要校内供应，其消费能力
不可小觑。经营者如果按纯粹的市
场化经营，不需任何促销，其年收
入都足以让校外一些中小型超市
望尘莫及。

事实上，校园小卖部天价竞
拍不是孤例：广西南宁一中学小卖
部曾拍出年租金 173 万元，广东茂
名一中学小卖部年租金130万元起
拍，湖南邵阳一中学小卖部抢拍到
手价 320 万元，可谓有过之而无不
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质疑和担
忧。质疑的是，校园小卖部是否可
以引入竞拍机制，学校能否担负
起监管责任；担忧的是，这会影响
学生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

针对网友们的疑问和关切，怀
集中学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小卖部
的拍卖公开透明，没有任何不正当
行为。所有流程都对，回答也没有
问题，但为什么会引发热议？其原
因，与“天价”和“教育”二字的违和
有关。

学校是以教书育人为主要任
务的场所，在其范围内一切言行都
应符合教书育人的根本宗旨。因为
学校的食堂、宿舍、体育场地、图书
馆、小卖部等都是学校的公共设
施，只能是为学校师生的工作、学
习、生活等提供公益服务。所以，大
众认知中，校园小卖部不能完全按

照市场化模式来运作，不能将学校
当成“生意场”、将学生当成“客
户”，而是应当切切实实地回归公
益属性的本位。

对于中小学能否设置小卖部
问题，2019 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出
台文件，要求中小学和幼儿园一
般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部和超市
等食品经营场所。2021 年 6 月，
教育部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四部门印发《营养与健
康学校建设指南》，明确要
求不得在校内设置小卖
部、超市等食品经营场所。
今年 2 月，市场监管总局、
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
做好 2023 年春季学校食品
安全工作的通知》，
重 申 了 上 述 规 定
要求。

当然，这不是
对校园小卖部“一
刀切”式的禁止。
个 别 学 校 确 实
需要设置小卖
部 ，应 当 依 法
取 得 许 可 ，且
必须坚持公益
属 性 ，相 关 监
管也应跟上。唯
有 这 样 ，才 能 使
校园小卖部真正为
学校教育教学、为孩
子 们 健 康 成
长提供服务
保障。 付彪

“马上要开学了，孩子懵懵懂懂
的，我真担心他到时连教室、厕所都
找不到啊。”随着新学期临近，又一
届“小萌新”即将入校，如何让懵懂、
茫然的孩子成为校园的小主人？临
近开学，宁波市多所学校开始了针
对一年级新生的始业教育。

（8月29日《现代金报》）

开学了，每所学校都有一年级
新生。为了让一年级新生快速适应
学校，很多学校都设计了丰富的始
业教育，例如军训、安全演练、如何
快速融入班集体、学校教学场馆如
何使用、宿舍内务如何整理等。

从执行层面看，始业教育是由
一项项独立的活动构成。如何将这
些独立活动形成系统化的课程？笔
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角度介入。

一是学校“新主人”的身份认同。
让新生尽快获得学校“新主人”

的身份认同，其入校课程的设计不

是一两项活动能够解决的，可用一
周时间进行系统化实施。例如开学
第一天能够见到校长，并聆听到校
长的欢迎致辞；班主任通过新生的
学籍资料提前“认识”每个学生，并在
第一次见面时能够叫出学生的名字；
各学科的开学第一周课程不要赶进
度，应最大程度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图书馆、实验室等教学场馆尽
快向学生开放并在数字化管理系统
中有他们的个人信息；在食堂就餐一
两天后，能调查新生对餐食的满意
度，并让新生参与食堂菜谱的制定。

二是迎新生活动要彰显人文关
怀。

在迎新活动中，学校的各个部
门，如食堂、宿舍、图书馆、安保、保
健室等都要充分参与，学生办理完
入学手续后，应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及学校培养目标，入校第一课要
凸显人文关怀，给学生一个温暖的
新起点。例如，在迎新活动中安排防

灾害演习，由公安、消防等部门为新
生开展如何应对灾害，如何进行自
我保护等内容的讲座，给新生送去
人人都需要的课程。

三是让老生与新生尽快熟悉。
开学第一天应安排部分老生参与迎
新生活动，例如让老生带着新生在
校园里到处转一转，像导游一样让
新生尽快了解学校。同时还应让老
生组织新生座谈，从学生角度给新
生介绍学校的学生会组织、社团、文
体活动、第二课堂、学校里流传的教
育故事等，并向新生介绍他们熟悉
的老师的教学风格。通过老生与新
生的互动，促进新生尽快融入学校
大家庭。

迎新生，是学校培养链的开端。
将始业教育系统化，可以顺利做好
入学工作，能够让很多新生用较短
的时间了解学校的文化特色、办学
理念及教学主张，尽快成为学校的
新主人。 吴维煊

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怀集中学小卖部5年租金达943万元，8月28
日，相关话题登上多个平台热榜，引发不少网友热议。对此，怀集县教育局
表示，小卖部归属当地国资委管理，其竞拍的租金并不属于学校。开学后，
局里会关注该小卖部的货品售价。

（8月28日《极目新闻》）

面对面的家访
永不过时

7月初，鄞州区惠风书院的周
美芳老师不慎摔伤了腿，只得打上
石膏在家静养。开学临近，身为班主
任，她这些天一直忙着家访。当同事
们得知周老师是拄着拐杖坚持家访
时都非常感动。周老师说，“新生的
家访工作特别重要，我要争取到每
个学生家去，面对面沟通才有更好
的效果。”

（8月29日甬派）

周老师用一句朴实的话道出了
家访的意义，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
她才会坚持拄着拐杖挨家挨户家
访。

曾几何时，随着电话、网络的
普及，家校沟通的渠道日益多样，
一些班主任认为上门家访已经落
伍了，如有事找家长，可以打个电
话或者通过微信向家长通报一下，
或者干脆叫家长来学校当面听情
况反馈。

相比电话家访和微信家访，传
统的家访耗时耗力，没有前者便捷，
但其优势也恰恰体现在此。家访，
说到底就是一种调查研究，是一种
直奔学生家庭、直面学生问题的调
研方式。其之所以运用于教育实践
长达数千年，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
美好记忆，是因为它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曾经说过：“教育过程中要充满爱
和期待，如果把一份爱放在家访中，
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犹记
得，笔者当班主任的那几年，有几次
走进学生家与学生、家长面对面交
流，学生和家长从教师的语气、表情
和姿态语言中感受到的那份期待和
爱心。时隔多年，笔者还忘不了当年
家访的情景。

所以我完全能想象得到，当周
老师拄着拐杖走进学生家里时，学
生和家长的那一份感动。钟公庙街
道风澜熹园小区的家长周先生感
慨：“周老师事先都没有说自己的不
便，这么负责的老师，让我们非常感
动。”这句话道出了众多家长共同的
感受，他们从她一瘸一拐的姿势中
读出了老师深沉的爱，因而坚信：把
孩子交给这样负责、有爱心的老师，
一百个放心！

这样的家访效果是其他现代化
家访难以达到的。周老师拄着拐杖
坚持家访一事提醒我们：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在适当用
好一对多“校访”、背对背“网访”的
同时，还要继续用好传统的家访方
式，不可将家访这一优良传统丢弃
了。 陌上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