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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吐不快

漫画 严勇杰

用心写评语，勿用“百搭句”

在人们刻板印象中，高学历者
大都和技能缺乏交集；然而，越来
越多的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回炉”
犹如一面镜子，生动而鲜活地折射
出“春江水暖鸭先知”——知识技
能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
时代潮流。

既有专业知识又能学以致用、
学用相长，“高学历回炉”说到底就
是努力成为知识与技能兼备的应
用型、创新型人才，从而更好地发
挥作用、实现价值、赢得尊重。不论
是“海归技校回炉”，还是“浙大硕
士回炉专科”，抑或“硕博考技能证
书”，越来越多的高学历者愿意努

力提升技能，根源于高技能人才得
到尊崇与激励。在终身学习方兴未
艾的当下，高学历者补充技能短板
没有原罪。“高学历回炉”本质上
是一种理性选择，意味着高学历人
才既要“高”在扎实的专业知识与
理论基础，也要“高”在实践积累掌
握的高超本领。

伴随着社会变迁，学历和能力画
等号的观念正在转变；高学历并不意
味着高技能，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同样
离不开教育。澳大利亚的大学既为毕
业生颁发学位证书，也为他们颁发能
力证书，用人单位更看重能力证书；
因为学位证书只是一种知识拷贝和

应试水平的体现，能力证书则是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体现。

在过去一段时间，与产业变
化、产业需求相比，高校的人才培
养明显“慢了一拍”；现如今，加快
推进产教融合、工学一体，让“学科
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转”，为
培养高技能人才提供了更多的“源
头活水”。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更
充分地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呼
唤高校在人才培养上更多的改革
创新。只有打破职业教育和普通教
育之间的壁垒，促进双向的人才流
动和交叉融合，高技能人才才会加
速涌现。 杨朝清

期末到了，《中国教育报》公众
号为老师们准备了一则期末评语
的写作实用帖，从用心擦亮文字、
真实看见每个孩子、评语要有温度
等三个方面，希望对老师们有所启
示和帮助。

（1月9日《中国教育报》微信
公众号）

评语，字数虽然不多，但教育
力量却不可低估。学生通过评语，
知道自己在教师心目中的形象，能
对自己的思想及行为进行全面的
总结，制定出下一步的成长规划。
家长通过阅读评语，了解学校教育
的内容及原则，了解孩子的在校表
现及发展潜力，有助于家长调整家
教内容及方法。

评语很重要，但有一个问题也
很突出，即：一个评语模板可以套
用在很多学生身上。例如：你，遵守
学校纪律，对自己要求严格，学习
态度认真，成绩良好，热爱劳动，积
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尊敬师
长，团结同学，但个性较强。希今后

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更大进步。
这种评语用词单调、多生一

面，里面的很多句子被称为是“百
搭句“。用“百搭句”写出的评语，削
弱了评语应具备的观点表达、信息
传递的功能，陷入严重的程式化，
削弱了评语的教育意义及价值，让
评语成为食之无味、弃之不能的尴
尬存在。

评语，不仅要有，而且还要将
其价值最大化。要想让评语的教育
价值得到彰显，教师在写评语时必
须要遵循一对一的原则，让评语具
备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准确评价学生的综合素
质。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思想品德、
体质健康、心理健康、艺术修养、社
会实践等。以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评
价为例，不要仅写出“积极参加社会
实践”，而要根据平时收集的学生参
加社会活动素材，准确写出学生参
加实践的细节等。这样的评语素材
充实、全面中肯，能让学生深深地感
知到老师对自己的关注。

其二，准确指出学生的亮点及

不足。在评语中，要注意强化学生的
特长，在特长与闪光点上为学生做好
发展评估。例如：在给学生做出“动手
能力强”这一评价时，要把强在哪、如
何进一步做强这两个关键点写出来，
让学生在评语中获得较大的成长动
力。指出学生的不足也是如此，以“希
今后加强团结”为例，要指出学生团
结上的短板在哪里，并对如何加强团
结给出中肯的建议。

其三，让学生及家长读出评语
中的教育温度。例如，个别学生身
体不好，或经历过家庭变故，如果
老师在评语中用简要而又含蓄的
言语送去关心，会让学生及家长深
受感动。

评语是学校管理接力的媒介
之一，也是教师改进教育教学方式
的依据之一。学生的成长过程不仅
要被记录、被讲述、被分析，还应被
后人汲取。不要用“百搭句”评语削
弱其在教育中的作用，深度挖掘评
语的教育功能，让一对一评语最大
化地为学生成长服务。

吴维煊

1月8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南
省睢县高级中学高一某班班主任王某
某让学生们发毒誓：“在教室里面只有
学习，若违此誓，死全家，先死爹，再死
妈。”此事引发热议。1月9日，该校发出
通报：网络反映情况属实，经校党委研
究，已责成涉事教师向学生及家长真诚
道歉，向校委会写出深刻检讨，给予行
政警告处分，停止其班主任职务。

（1月9日《潇湘晨报》）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
迟。”老师督促学生努力学习的出发点
可以理解，但这样的教育方式却值得商
榷。

为了劝导青少年努力学习，流传着
很多佳话。现在的孩子，成长在相对优
渥的环境之中，确实有不少人缺乏勤奋
刻苦的精神，需要好好激励一下。但是，

“不学习就死爹妈”的毒誓，纯属胡闹。
这样的所谓“誓言”，哪个学生会当真？
如果真有学生当真，那更是害人匪浅。
视频中，学生们稀稀拉拉的“齐誓”还不
如班主任一个人的声音响亮，足以说明
很多问题。更离谱的是，据网友上传的
该班微信群聊天显示，王老师不仅逼学
生们发毒誓，还要求学生签下相应的保
证书，不签不准上学。为人师表，岂能做
出这等涉嫌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粗暴
行径？

强迫学生发下“不学习就死爹妈”
的毒誓，不仅没效果，而且“有毒”。虽然
这样的誓言不能当真，但该老师所传递
的学习高于一切，为了学习甚至可以

“六亲不认”的思想，却是真实不虚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充斥着极端功利色
彩的思维，在不少校园里和老师身上都
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值得引发警惕。

“今日疯狂，明日辉煌”“只要学不
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分，干掉千
人”……为了激励士气，诸如此类“杀气
腾腾”的标语口号常常见诸校园和某些
老师的口头。与“不学习就死爹妈”相
比，性质可谓如出一辙。这些看似“与时
俱进”的话语，实则很大程度上只是一
种“激素”而已。透过这些“狠话”，我们
看到的是一颗颗因功利浮躁而发生变
异的心，更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寒而栗的
暴戾之气，完全就是自然界“弱肉强食、
优胜劣汰”丛林法则的翻版。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传
身教会对学生产生深刻影响。强迫学生
发“不学习就死爹妈”毒誓的老师固然
是个例，但现实中的“狠师”却不乏其
人，无非是表现的形式和程度有所差异
而已。学生们在这种比“狠”的氛围熏陶
之下，内心将会埋下怎样的种子？会产
生怎样的后果？“不学习就死爹妈”的毒
誓虽然不值一哂，涉事老师也受到了应
有的处罚，但这种“有毒”的教育，绝不
能等闲视之。 胡欣红

教育不是比“狠”

“高学历回炉”
观念重塑有助于价值实现

近年来，“本科学历+
技能证书”成为不少大学
毕业生求职时的配置，本
科毕业生“回炉”职业院校
学习技能的现象引发社会
关注。为了回应社会需求，
一些地方调整优化普职院
校协同培养模式，采取多
种举措满足本科毕业生职
前、职中、职后培训需求，
促进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
就业。

（1月9日《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