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保障在不增
加孩子课业负担的基
础上做好这些事情，才
是需要学校和家长多
沟通与多动脑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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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言论皆为一家之言
不代表本报观点，仅供参考

纠结是好好读书
还是当网红其实也是
一种“少不更事”。

学校应遵循有教
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
理念，对孩子一视同
仁，岂能按照家庭财
产、家长学历、家长职
务等，人为将孩子分为
三六九等，予以区别对
待。

近日，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小学一则
“新生交流活动”通知引发热议。该通知除了
请父母在参加活动时带上学生户口本原件及
复印件，还请父母带上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
件。有网友担忧，学校是否会筛选家长学历，
择优录取。“请家长带上学历只是登记而已，
家长是否带学历全凭自愿。”副校长蒋小平表
示，让家长带学历是为了进行信息采集，方便
开展家校共育活动，和学生是否能入学没任
何关联。 （5月29日澎湃网）

这只是面试交流，主要看孩子是否符合
要求，按照规定有户口本、疫苗本等即可，为
何要将家长学历也带上？据校方解释是为了
信息采集，可这八字还没一撇呢，孩子未必就
能录取上，没必要这么早就采集父母信息，更
何况是家长学历。而且，在学校发的短信通
知里，并无“自愿携带学历”的字眼，给人感觉
就是必备条件，为了孩子上学考虑，又有哪个
家长敢不带？

至于“学校了解学生家长的学历、专业是
为了更好推动家校共育活动的开展”，邀请不
同特长、不同领域的家长进入课堂为学生授
课，丰富学生阅历，开阔学生视野。似乎有合
理之处，确实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可也没必要
这么早啊，等到学生入学之后，再征求家长参
加家校共育活动，岂不是更合理些。而且，家
长的学历、专业与自己的特长、所从事工作，
未必有很大的关联性，有很多都是全然不相
干，仅登记学历是不够的。

显然，校方的解释并不完全合理，难以令
人信服，说跟上学没关系，会有多少人相信？
事实上，近年来各地已经多次出现类似情况，
媒体也对此进行了曝光，均引起了公众质
疑。比如上海某民办中小学面谈日，有家长
反映被要求做问卷调查，不仅考察家长的学
识，还要求填写学历、工作单位等信息。广州
某私立学校的招生广告称：“本校只招收父母
是本科以上学历之子女。”河南一小学也发告
示，学生入学面试被要求携带父母双方学历

证明。
如今，很多优质幼儿园、小学、初中在招

生时，都明确要求提供父母的学历证明。在
招生现场确认时，则需要出示父母双方的毕
业证或学位证等学历证明原件，这些材料将
作为孩子的背景参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孩
子能不能被理想的学校录取。显然，家长学
历已经成为招生的一道门槛，如果达不到这
个标准，孩子就跨不进去，这就是典型的“学
历歧视”，乃是变相的“择校”手段，已经涉嫌
违反义务教育法，主管部门应予以批评和纠
正错误。

学历不等于能力，家长学历更不能代表
孩子的学习能力。学校应遵循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对孩子一视同仁，岂能按
照家庭财产、家长学历、家长职务等，人为将
孩子分为三六九等，予以区别对待。这样做
法违背常识，乃是现代版“血统论”，应对其加
以警惕，以免孩子受到不公平对待。

江德斌

“小学招生带家长学历”有违教育公平

因为模仿网红李佳琦，一位名叫天天的
小朋友也成了网红。在抖音上，他有 70多万
的粉丝，短视频有400多万的点赞。与80后、
90后从小纠结“上清华还是上北大”的烦恼不
同，今天的 95 后、00 后们似乎正面临一个新
问题：选择好好读书还是选择当网红？

（5月29日中新网）

刷抖音、看游戏直播、成为UP主、在小红
书发表种草笔记、随时随地拍Vlog，已经成为
当下年轻人的日常写照。把爱好变成工作，
轻轻松松就能养活自己，既然当网红就可以
赚钱，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读书？有 54%的
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业是主播和网红。于是
读书VS当网红的“灵魂拷问”应运而生。

首先必须予以肯定的是，这届年轻人确
实有点不一样，网络时代赋予了他们更多的
舞台与机会，使他们能够脱颖而出，从默默无
闻的草根到众多粉丝的网红往往在一夜之
间。他们也更具个性与理想，敢于尝试与冒
险，社会也给予其充分的包容与支持，折射了
社会的文明进步。

然而，把读书与当网红对立起来显然是
一种目光短浅，视野狭隘。美国乔治敦大学
的研究证明：教育背景与收入密切相关，一位
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美国人一生的收入是360
万美元，只有高中学历的人收入只有130万美

元，且这种差距在不断扩大。
若你不好好读书，是看不懂这
种所谓的“概率”，也无法看到
互联网的商业鼓吹下的真相。

纠结是好好读书还是当
网红其实也是一种“少不更
事”。曾经炮轰“高考作文很
蠢”的 80 后作家韩寒，其休
学、叛逆、成功之路一直被一
些青少年所膜拜，但他去年在
微博中承认，退学是一件很失
败的事情，不值得学习。这是
一位少年成长、成熟之后对后
来者发出的告诫。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我们的老祖宗也谆谆教诲“腹
有诗书气自华”、“书中自有黄
金屋”，爱读书读好书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基因”，读书使人明理、聪慧、豁
达，读书提供给了底层子弟最可行的改变命
运的捷径，接受更高、更优质的教育，才可以
让人拥有更多的可能。然而在多元思潮及电
子化产品的冲击之下，“读书无用论”时不时
暗潮涌动，读书VS当网红，不过是又一次返
潮而已。

读书 VS 当网红，不是简单的选择题，乃
是短视频、直播自媒体时代的时势使然，如何

让网络短视频、直播平台更具知识含量与良
好品质，如何让草根们的网红之路更长久宽
阔一点，社会如何搭架广阔的舞台，让更多年
轻人看到知识的力量、奋斗的光芒，让更好的
正能量网红、更丰富的人生故事感动世界、改
变急功近利的狭隘思维，看到网红之外更宽
阔的世界，是我们在回答这道题时必须要厘
清的“材料分析”。

斯涵涵

小学生会做一日三餐、安排全家旅行计
划；初中生会煲汤、做双皮奶；高中生会理财、
通马桶……27日，广州市教育局发布《广州市
教育局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劳动教育的
指导意见》和《广州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
要》。消息发布立马引来各方点赞，家长们欢
迎的同时，也有一些担忧。

（5月29日《羊城晚报》）

据悉，“小学生会做一日三餐”等这样的
劳动要求，引起了家长们的点赞与担忧。一
方面是不少家长网络转发点赞，有的表示孩
子该具备哪些劳动技能，政策给了一个指引；
另一方面也有的表示担忧，就有家长表示“政
策是好政策，我们也期盼这样的未来，求后续
真能落实。”由此可见，家长们对孩子参与劳
动教育还是支持的。

具体到小学生会做三餐这样要求，虽然
有网友表示很“硬核”，但笔者以为这并不过
分，甚至很有必要。一则，这有助于孩子提升

动手能力。比如，会做简单的早餐和一日三
餐家常菜，主要针对的是小学4-6年级的学
生，这一年龄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安
全与自理能力，将学会做三餐作为一项“任
务”，无疑可以倒逼孩子参与劳动并提升动手
能力。

二则，有助于亲子关系的构建。不难想
象，手把手教会孩子做第一顿饭，或许成果不
咋地，但却是孩子成长中难得的经历，更可以
说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而家长若有时
间，指导孩子常态化做三餐，不仅可以减少频
繁吃外卖给身体健康带来的伤害，更重要的
是能够融洽亲子关系，使孩子在爱的氛围中
茁壮成长。

三则，小学生会做三餐并不是难以实现
的目标。梳理媒体报道就会发现，小学生学
会做饭的大有人在。其实孩子的想象力与操
作能力，以及安全意识等，有时要远远超出家
长的预期。关键是家长要学会放手，让孩子
勇敢去做，哪怕多尝试几次也未尝不可。即

便考虑安全问题，只要学校将安全知识普及
到位，家长多些参与指导，孩子也定会远离安
全隐患。

四则，从劳动教育角度来看，要求小学生
会做三餐是劳动教育要求的细化。据悉《广
州市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分年龄、分学
段对中小学生设定劳动教育目标，列举了劳
动教育项目，这是全国首份市级层面的劳动
教育指导纲要，无疑具有示范意义。可以说，
劳动教育越具象化，越具有可操纵性，越能够
提升孩子们的劳动素养。

当然，要让这些劳动教育项目真正落到
实处，关键是学校和家长重视起来。无论是
小学生会做一日三餐、安排全家旅行计划，还
是初中生会煲汤、做双皮奶，乃至高中生会理
财、通马桶等，这些不仅需要实打实的去做，
且也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与精力成本，如何
保障在不增加孩子课业负担的基础上做好这
些事情，才是需要学校和家长多沟通与多动
脑筋的。 杨玉龙

要求小学生会做三餐并不过分

读书和当网红，不是简单的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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