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张树伟 编辑：杨三喜 张湘怡 设计：王星舟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19 邮箱：jybpinglun@vip.163.com中教评论 时评 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02 ·

一家之言▶▶

日前，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怀进鹏赴浙江省调研，提出要持续
推进大学分类评价改革，根据高校
属性进一步优化多元分类评估指标
体系，鼓励各类高校在不同领域各
展所长，推动部分高校做好服务关
键领域发展的“单项冠军”。这一要
求具有现实意义。新时期高校建
设，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适应中
国式现代化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从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角
度，准确理解和把握服务关键领域
发展的“单项冠军”的深刻内涵。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
“引导高等学校科学定位、特色发
展”。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推进高校分
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
位，办出特色和水平”。然而受传统
教育评价体系的影响，部分量化指
标的权重较高，导致一些特色类院
校追求“大而全”的学科专业门

类，不断向综合性大学方向发展，
一些院校甚至热衷“做整合、凑资
源、拼体量”，看似办学能力大幅增
强，而实际服务和产出能力并没有
实质性提高。

怀进鹏部长指出，更加积极在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上“破
题”，更好服务各地高质量发展需
求；加强有组织科研，发扬集体智
慧，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在“人无我
有”的战略优势任务、“人有我
强”的战略必争任务、“人强我
优”的战略制胜任务上有更大功
绩。这无疑对高等教育勇担科研创
新使命、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对推动教育评价模
式从“重规模、重数量、重成果”
向“重创新、比贡献、讲质量”，
加快构建分类分层的多元评价机制
转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高等教育的评价机制应该更
加科学。应当结合高校办学定位

和发展实际，通过科学确定不同
类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和考核评价
体系，科学引入常态化监测、多
元化评价、第三方评价、贡献度
评价等手段，引导不同类别的高
校“分赛道”竞速发展。在资源
配置上，应注意区分院校类别，
避免资源向“双一流”高校过度
聚集。培养学术研究、应用研究
人才要注重厚植专业基础，突出
学术科研创新能力培养；培养应
用技术、应用技能人才要注重产
教融合，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和
实际动手能力。

高校要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高校要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聚焦“四个面向”，结合自身
的学科专业优势，准确把握党和国
家新的要求，将发展的目标和着力
点放在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上来。要积极承担国家项目课
题，在助力国家和行业解决“卡脖

子”问题中彰显自身地位。要综合
校地两方面的特色优势，与地方政
府和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战略合作
关系，主动承担重大课题和“揭榜
挂帅”任务。要真正深入地方行业
企业掌握“痛点”“堵点”。要开展
有组织科研，探索实施“PI”制，
以学术带头人、首席科学家为核心
组织集智攻关，帮助社会解决实际
问题，提升科研创新实力和社会贡
献度。研究类高校要重点关注前沿
科技难题、基础领域研究、共性关
键性技术突破，应用类高校要重点
关注技术方案、加工工艺等方面的
攻关，重点关注培养“立即上手”
的人才，通过“各展所长”努力成
为“单项冠军”。

高校要加速推进改革创新。
要将改革创新作为提升科研创新
和服务发展能力的重要牵引，重
点推进高校结构布局、学科学
院、专业结构“三个调整优化”，

结合自身实际，加快推进内部治
理体系、学科学院优化、科研体
制机制、人才评价管理、人才培
养模式“五项改革”。要探索实施

“大部制”“学分制”“院办校”等
改革，打造一流创新生态。要以
社会需要为牵引，加快学科汇聚
和交叉融合，积极搭建高端科研
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发挥好基
础创新主力军和科技创新策源地
的作用。要高度重视提升科研成
果转化能力，建立多元成果转化
机制，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走出实
验室、走进产业链，努力在细分
领域产出标志性成果。

高校建设要牢牢把握高等教
育的办学方向、重要使命、战略基
础，注重发挥自身的办学特色和优
势，在服务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
彰显办学实力，努力成为服务关键
领域发展的“单项冠军”。

（作者系郑州轻工业大学校长）

努力成为服务关键领域发展的“单项冠军”
魏世忠

策 论▶▶

青年说▶▶
新闻回放

看见年轻人自比孔乙
己，便扣上“眼高手低”的帽
子，看到年轻人以“佛系”

“躺平”自嘲，又批评其不上
进？网络上，一些媒体和专
家对年轻人的批评和建议，
频频遭到网友的“反抗”，他
们把这些建议和批评讥讽
为“爹味说教”。

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压
力，当下的年轻人常通过自
嘲的方式来化解焦虑，但这
并不等于不上进。该怎样看
待当今年轻人的自嘲和一些

“躺平”的情况，怎样解读社
会上对他们行为的质疑？几
名来自不同高校的大学生给
出了自己的意见，值得品读。

主持人语

处于职业成长关键期的“90
后”与刚刚步入职场的“00 后”，
面临着生活与工作压力，以及从
学生时代迈向社会时所特有的角
色撕裂感。年轻群体在这种工作
与生活环境之下做出的行为，往
往只是一种压力缓解与情绪释放
的途径，不应对其动辄“上纲上
线”进行过多的说教式解读。

对于青年的职业焦虑等问
题，全社会关注的目光应聚焦在

如何通过提升公共服务质量等手
段，为年轻人解决困难、减少障
碍、缓解压力，而不应仅仅停留于
想当然式的“爹味说教”上，这
是有关方面不愿意去调查研究、
不愿意深入了解年轻群体的“惰
性”思维的体现，更是对社会资
源的浪费。

毋庸置疑，年轻人是社会建
设的主力军，也是最具成长空间
的人力资本，早已到了该被“平

视”的时候了。从“救救孩子”到
“整顿职场”，“90后”“00后”一代
始终被“标签化”，不再听从“爹味
说教”是其对于这种高高在上的
俯视的反抗。“爹味说教”的问题
在于没有“平视”年轻人，而是从
自身经验出发，动辄以“长者”自
居，所发表的观点与提出的建议，
无法切中当代年轻人的痛点，无
法形成情感共鸣，这是一种亟待
转变的思维方式。

一个成熟理性的社会，应该
是一个不同群体相互尊重、彼此
平视的社会。年轻人对“爹味说
教”的反对，就是在向社会发出要
求“平视”自身的声音。作为一个
压力重重的群体，需要社会的关
爱，但只有被“平视”之后，才有可
能获得更多的理解与尊重，才有
可能收获真正行之有效与切中要
害的意见和建议，而不再是毫无
营养的“爹味说教”。

正视年轻人需求，请先平视年轻人
陈强（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2020级博士研究生）

有些声音指责年轻人“躺
平”，并进行“爹味说教”。这看
似是对年轻人未来的一种关心，
但却说不到年轻人的心坎里去，
因为年轻人并不需要无关痛痒的

“爹味说教”，他们需要的是直击
现实需求、缓解现实焦虑的引导
和帮助。

年轻人需要被理解，而不是
被定义。在评论年轻人“躺平”
之前，不妨先弄清楚事情的原

委，了解年轻人“佛系”背后正
在经历着什么。

在快节奏和高压的生活环境
下，焦虑成为年轻人群体中极为
普遍的一种心理状态，既有对
现实的不确定也有对未来的迷
茫 。 年 轻 人 迫 切 需 要 一 个 暂
停、喘息的机会，来厘清自己
的轻重缓急，以便更从容、松
弛地应对迎面而来的挑战。因
此，偶尔的“躺平”，并不影响

青年的奋斗之心。
互联网时代，年轻人群体常

常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佛
系、躺平、脱不下长衫的孔乙
己，刻板化的标签接踵而至，一
众媒体和平台甚至出现了以“年
轻人”为标签刻意制造话题的现
象，将其当成媒体议程设置的提
线木偶，长此以往，会摧毁年轻
人的自信心，也会影响整个社会
的蓬勃朝气。

青年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是相辅相成的，变“空操心”
为“真关切”，体察当下年轻人
心理痛点，在他们人生发展的
重要阶段给予及时、必要的心
理疏导，在他们面临升学、就
业等实际问题时，深入群体之
中了解他们的诉求和难处，提
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指导和帮
助，应该是当下最紧迫、最行
之有效的引导方式。

正确引导要变“空操心”为“真关切”
邹冰倩（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2020级本科生）

近日召开的教育部新闻发布
会上，有关负责同志就落实基础
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相关政策举
措，表示将做好向下衔接和向上
贯通。向下衔接，就是开辟从基
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识
别、选拔、培养、升学的通道，让有
天分、有潜力、有志趣的学生能够
脱颖而出。向上贯通，则主要是
做好本硕博贯通培养，通过一生
一策制定个性化培养计划，培养
学生的学术素养与潜力。

事实上，无论是向下衔接，还
是向上贯通，立足的一大关键点
就在基础学科的高等教育阶段。
我国一贯重视高等教育阶段基础
学科人才培养工作。近年来实施

“基础学科拔尖计划”“强基计划”
“未来技术学院”“101 计划”，以

及“英才计划”“科教结合协同育
人行动计划”等选拔培养政策，强
化了上下衔接贯通，深化了培养
模式改革，打造了体系化、高水平
的基地平台，培养格局日臻完善，
取得了一定成绩。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是实现“从
0到1”重大原始创新的关键力量，
是强化国家创新能力的卓越队
伍。基础研究往往孕育着重大科
学突破，会对人类社会产生更为广
泛而深刻的重大影响。因而，在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中，走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自主培
养新赛道，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在
全球科技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事
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大计。之
所以称为“新赛道”，在于要谋划并
锁定好最重要、最突出的选拔培养

环节，强化全链条全方位的制度设
计和政策创新。

首先，要搭建“招—考—教—
学 — 职 业 发 展 ” 的 新 体 系 。

“招”是要解决好招生对象的定
位问题，招收具有深厚家国情怀
和强烈社会责任感，基础扎实且
热衷基础研究的人才。“考”是要
达成选拔更有效目标，强化多次
选拔、综合评价、自主选择，通过
一流师资持续发现和甄选具有内
在动机和创造性思维的学生。

“教”就是一流的师资，一流的教
学资源供给，提供学生学习求教
的高标准引导。“学”则是以学为
要，以学生为中心，以自主学习、
个性学习、创造性学习等为内生
动力。至于“职业发展”，要有一
个面向未来的良好生态，铺就走

向学者、顶尖科学家的通路。
其次，要健全“让有天赋的脱颖

而出”的新机制。通过多阶段、多方
式精准识别对基础学科有志趣、有
潜质的“优秀苗种”，保有优选性和
竞争力。基础学科人才培养要从娃
娃抓起，建立拔尖学生早期发现培
养机制。在基础教育阶段，探索建
立由国家统一实施，普通学校随班
就读、特殊课程教学、灵活学制、个
别化教育方案相结合的超常儿童发
现、培养和评估机制。深入实施中
学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建立英才培养基地，推动高校和中
学联合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常态
化、制度化。研究建立基础学科英
才超常规选拔机制，在一些培养基
础好的高校和优势学科率先试点。

此外，要开辟“培植天赋特长沃

土”的新天地。培养过程是赋能学
生知识增值的场域，是引导激励学
生向顶尖科学家破土发芽的沃土。
搭建交叉融合贯通培养多通路，与
国家实验室、科研院所、科技领军企
业等建立科教、产教协同育人机制，
探索结合重大科研任务的人才培养
机制。建强一流核心课程、教材、师
资和实践项目等基础要素，深化书
院制、导师制、学分制改革，定制课
程，学术大师直接授课、讲座及论文
指导等，选派学生到国内外一流大
学和科研机构学习交流，使学术研
究成为学生常态化学习方式。完善
相关制度配套，创设自由宽松环境，
鼓励大胆探索创新，为学生提供广
阔成长空间。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副
研究员）

开辟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新赛道
张立迁

热 评▶▶

教育乱收费问题再次引发关注。日前，吉林省图们
市群众通过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图们市
某小学一年级2班家委会以购买装饰布置教室为名，向
家长收取费用。对此，图们市教育局已责令该小学将收
取的费用返还家长，并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此外，日前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一公办中学要求
学生向班主任私人账户交 6500 元培养费，也引发热
议。灌云县对此事作出回应：已成立调查组，进驻该校
开展调查工作。凡涉及违规违纪问题，将严肃处理。

乱收费现象是最受社会关注的教育问题之一。去年
年底，全国治理教育乱收费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专门对
6起教育乱收费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在这个大背景下，
无论是以家委会名义实施的乱收费，还是公立学校向家
长收取可疑的“培养费”，都显得更加刺眼。这再次提
醒我们，对于教育领域乱收费问题的发生概率依然不可
低估，相关监督和治理须持续深化。

其实，各级政府和部门对教育乱收费问题的治理态
度，一直以来就是明确的，并且也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成
效。但近年来确实有一些新的苗头值得注意。像这次图
们市某小学向每位学生家长收取 300 元的教室装饰费
用，是以家委会的名义进行的。在此前被公开的乱收费
案例中，都时常能看到家委会的身影。学校成立家委
会，主要是为了加强家长与学校的联系，但种种现实表
明，个别家委会的作用似乎跑偏，甚至出现“异化”。
以家委会的名义进行的乱收费，正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要知道，家委会并不能代表所有家长的意见，更无
要求家长交费的权力。教育部此前已明确要求，严格规
范家委会行为，严禁以家委会名义摊派收取费用。这次
案例中，相关费用已被要求返还家长，相关责任人也被
严肃处理，再次重申了红线。学校、教师都应更加注重
引导家委会的规范化运转。同时，学校和教师也应自觉
杜绝向家长收取一些不明不白并增加家长负担的费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两起事件，一个是通过向国
务院的互联网督查平台举报才得到解决，另一个则是诉
诸媒体的报道才获得官方的正式回应。这种处理路径，
本质上其实都是“非常规”的方式。这或也真实地表
明，对于教育乱收费的监督，尤其是纠偏，在如今依然
并非易事。进一步畅通常态化的教育乱收费监督举报管
道，同时，各级监管部门继续增强问题发现、排查的主
动性，把可能的乱收费苗头扼杀在萌芽状态，仍有很大
的潜力可以挖掘。

学校收费行为的合理与否，不仅关乎家长的负担，
也直接影响到学校乃至教师在社会中的形象和地位。合
理的收费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积极的教育示范。相应
地，我们也很难想象，一所向家长“乱伸手”的学校，
会真正获得社会尊重。就此而言，对于教育乱收费——
无论何种形式，无论何种名义，都该一查到底，坚决零
容忍。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把教育乱收费苗头
扼杀在萌芽状态

朱昌俊

“鸡你太美”、“你这个老6”、打游戏“CPDD”比
解二元一次方程还熟练……有媒体调查发现，如今，有
的中小学生对于网络的依赖近乎“疯狂”，玩“网络流
行梗”更是驾轻就熟。

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言网语”越来越成为青
少年传递信息、宣泄情绪、缓解压力、释放感情的表达方
式。一些“网言网语”如“达人”“给力”“逆行者”等具有时
代内涵和文化意义的网络新词，生动诠释着语言的生命
活力和时代发展，但同时一些恶俗、粗鄙的网络“烂梗”也
充斥网络空间和现实生活，阻碍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语言是思想的外衣。“网言网语”不等于奇言怪
语、雷人雷语，更不等于粗言鄙语、污言秽语。一些简
单粗暴、低俗恶搞的网络“烂梗”，蔓延至中小学生甚
至幼儿园群体，成为青少年的口头禅、人际交往的社交
热词甚至是课堂回答、作业和试卷中的用语，严重影响
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网络“烂梗”是孩子们健康成长的“精神梗阻”。一方
面，网络“烂梗”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语言学习、表达和运用
能力。网络“烂梗”束缚语言思维、削弱思考能力、固化表
达方式，会导致孩子们“文字失语”，说梗、接梗、抛梗时挥
洒自如，但要将心中所想付诸文字时，却不会表达、不会
言语，除了用“YYDS”再也找不到其他表达赞美的词语
了，长此以往，会影响孩子们成长成才。另一方面，网络

“烂梗”弱化孩子们对正确价值观的认知和认同。青少年
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是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关键
阶段。一些网络“烂梗”出自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准参差不
齐的“劣质网红”，他们博眼球、赚流量，助推审丑文化，将
错误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传递给理性思辨能力弱的孩
子们，拉低孩子们的审美情趣和道德水准，易使孩子们美
丑不分、荣辱不辨。

抵制网络“烂梗”刻不容缓，家庭、学校、社会都有责
任。首先，要落实家庭的基础作用。家长是教育孩子的
第一责任人。家长要以身示范为孩子营造文明规范的家
庭语言环境，及时制止和纠正网络“烂梗”渗入孩子的语
言习惯和思维方式，积极引导孩子认清网络“烂梗”的生
成根源、严重危害及抵制方法，帮助不明真相、盲目跟风
的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其次，要发挥学校的主
导作用。学校是孩子学习知识、塑造价值、养成道德的重
要场所。学校要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活动，通过老
师的言传身教、优秀同学的榜样引领、校园文化的潜移默
化，培塑学生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的价值志趣、积极的
道德情感和勇毅的意志品格，引导学生提高语言表达和
人际交往能力，学会用文明、通俗、规范的语言表达自
己。相关政府部门要当好“看护人”，出台法律政策，加强
监测和监管。网络平台要当好“守门人”，做好入口的审
核和把关，通过设置黑名单，采取屏蔽、关停等处置措施，
将不良信息和网络“烂梗”锁在门外，为孩子们营造风清
气朗的网络空间。

（作者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切莫让网络“烂梗”
阻碍孩子健康成长

李海容

顾建明
华中科技大学
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

（上接第一版）
技术升级不是最终目的，尤

其在教育领域，所有技术的革命
都是为了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
教育教学。

“一块屏幕”成功使城乡教育
更好联通，“一个平台”打破了地域
阻隔，为一个个学生打开了通往优
质教育、追逐梦想的“一扇窗户”。

应时而设 应势而新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被师生们称作“宝藏”。自上线以
来，平台不断丰富内容资源，不
断拓展服务领域，不断推动门户

迭代，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学习者
提供“一站式”服务。

一年来，国家教育数字化战
略行动聚焦学生学习、教师教学、
学校治理、社会赋能、教育改革创
新，充分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
叠加、积聚、倍增效应，服务的领域
和应用规模前所未有。

在中小学生眼中，这是一个
能满足多样化学习需求的平台。
平台优质资源有效服务了学生自
主学习、农村优质资源共享和家
校协同育人，有效支持了校内教
学提质和课后服务增效。

在高校毕业生眼中，这是一
个能协助解决求学求职所需的平

台。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提
供丰富的政策、岗位信息和指导
服务，全年累计共享岗位达1370
万个，通过平台就业的毕业生占
比从2021年的24%增长到2022
年的31.6%。此外，平台还设置了
服务大厅，增设考试服务、学位学
历、留学服务三个栏目，让毕业生
在求学求职路上“如虎添翼”。

在教师眼中，这是一个提升
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增强教育
数字化软实力的平台。平台提供
海量资源，具备支撑教师备课、
课堂教学、课后服务、作业活
动、答疑辅导、家校交流、教师
研修等多种场景应用的能力。以

人的数字化为重点，加快构建师
生数字素养标准体系与测评模
型，探索校内校外一体化数字素
养培育体系。

“今后，平台将逐步通过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为用户提
供资源的个性化订阅、智能推送
推荐、精准检索等功能，逐步形
成基于数字化的基础教育服务新
生态。”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
展中心（中央电化教育馆）副主
任杨非说。

为了回应师生和社会关切，国
家平台陆续上线了“抗击疫情”“心
理健康”“北京冬奥精神”专题，为
广大师生及时提供疫情防控政策

权威信息和心理健康视频资源以
及咨询服务。按照“应时而设、应
势而新”的原则，平台又陆续上线

“暑期教师研修”“树人课堂”“学习
党的二十大云课堂”等专题，持续
丰富时政、理论、思政教育内容，成
为国家门户上动态集纳和积淀各
领域优质资源的“宝库”。

“面向数字时代，教育要更加
适应时代的特点、回应时代的召
唤、满足时代的要求。社会各界
要携手推进教育数字化发展，以
数字化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为
建设教育强国和学习型社会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教育部科学技
术与信息化司司长雷朝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