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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浙江大学

一名本科生在社交媒

体上晒出了学校寄出

的期末成绩单，在网

络上引发广泛热议。

随后，“多所大学期末

寄成绩单给家长”“大

学生回应高校期末寄

成绩单给家长”等词

条在各大平台登上热

榜，被广泛传播与讨

论。

虽然在评论区下

有不少人对该事件感

到诧异，但实际上这

已算不上新鲜事。高

校将期末成绩单寄给

学生家长并非个例，

单就浙江省内来说，

已有浙江工商大学、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大城市学院等多所

高校有过类似举动。

网友们的留言也印证

了寄成绩单的做法存

在已久，早在二三十

年前就已经实行。

此番旧事重提，

实质还是一样。从表

面来看，“成绩单之

辩”是学校对如何处

理家校关系、如何监

督并促进学生发展的

思考；从更深层次来

说，我们应当关注的

是学生本身，从处理

成绩单开始走向独立

自律，学生有明确的

自我认知才是关键。

B

C

被“寄出的成绩单”之辩,实
际也是大学生对“独立之辩”。评
论中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质疑为
什么学生要被寄成绩单，而父母
却没有被寄工作单，老师没有被
寄教学反馈单。实际上是因为他
们早已独立，并不需要这个寄出
的“单”来让他们做到自律。

大学生涯是学生进入社会前
的“过渡期”，一边是家长老师不愿
放手，一边是未来的就业、生活压
力接踵而来。倘若一味将教育的终
极意义托付给学校和家长，孩子又
该到何时才能真正独立？等到工作
时，再依赖单位寄“工作成绩单”给
家长吗？蔡元培认为：“教育者，养
成人格之事业也。”因此学校和家

长首先要有明确的认知，成绩单说
到底也只是教育的一种手段，无论
寄或不寄，学校和家长都应该肩负
起对学生的教育责任，要引导其形
成独立人格，对包括自律在内的其
他优秀品质进行培养。

那大学生本身应当如何理性
地看待寄出的成绩单？以独立与
自律相辅相成的策略用以应对不
失为一个好办法。

大学生要求独立，各方也应
当适度放手，让其学会独立，从

“成绩单”开始让学生学会自己提
问，自己思考，自己解决，自己承
担。在警惕“唯绩点论”的同时，我
们更应该注意学生是否对成绩单
意味着什么、有什么用有明确的

认知与规划。而不是等到“分到用
时方恨少”，再埋怨老师没说，家
长没关注，但绝口不提自己的“装
聋作哑”。倘若他们从认知上就明
白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又何愁
会不自律，又何必过分看重纸上
的那一串数字。

成绩单的效用实际不取决于
学校是否将其寄给广大学生的家
长，而是在于学生自身的态度。不
论寄或者不寄成绩单，学生自身都
应该有明确的认知。我们要看成绩
单，但也不应将成绩单看做大学学
业乃至大学生活的全部。“成绩单
之辩”本质上是希望大学生自己能
将表面成绩化为内在的领悟，由成
绩认识自己未来的方向。

高校“寄成绩单”之辩

首先，信息不对称是引发矛
盾的“导火线”。

网友们对于“高校该不该将
成绩单寄给家长”的话题各执一
词，那我们不妨回归到“成绩单”
本身。学业成绩单上有什么？各
门课程的最终获得绩点。绩点是
什么？高校评估学习成绩的一种
量化呈现形式。绩点有什么用？
主要应用于评定奖学金、保送研
究生、出国留学等。在高校更加
多元化、综合化的评价体系下，
分数不再是评判学生的唯一标
准，但很多家长却不了解这一
点，更加不清楚绩点换算、保研、
评优规则，仍把成绩单分数视作
孩子的全部学业成果，这无疑是
决定了孩子的个性化发展以及
潜在的能力。

对于目前高校的大部分“00
后”们来说，从小学开始，每一学

期期末的一纸“成绩报告单”就决
定了寒暑假的快乐程度。到了中
学阶段则更甚，从等第演变为更
加残酷的分数，分数的高低衡量
了你是否是一位优秀的学生，决
定你上什么高中、读哪所大学
……当经历过以“分数定高低”的
中学阶段，这也能够理解为什么
不少学生对成绩单会本能产生排
斥心理。

其次，“邮寄成绩单”事件背
后的知情权与隐私权之争，同样
也是矛盾的焦点。

纵观网络上目前的争论现
状，反对派与赞同派各执一词，而
通过对发表评论对象的特性进行
归纳后，笔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现
象：赞成者由老师、家长及本身就
有一定自律意识、并不惧怕面对
成绩的学生构成，反对者则大多
数怀抱着大学就应充分享受“自

由”且不该被拘束管教的心态。据
浙江大学官方回应，“寄送成绩
单”是站在家校共育角度，出于保
障家长“知情权”的举措，亦如不
少在评论区留言的家长所说，便
于更好规划孩子的未来。

当中学生进入一个相对自
由、开放的新环境，成长为拥有更
加强烈独立自主权意识的大学生
后，自然而然会被认为应当对自
己的一切行为结果负责，是自己
的第一责任人与权利人。因此，有
不少人认为学业成绩是学生的个
人隐私，需要尊重他们的独立性
和隐私权。而不少家长则对此持
反对意见，他们认为自己是孩子
的“出资人”，有权知道自己投资
项目的“运营情况”，以免出现临
近毕业因为补考不及格或学分不
够导致拿不到学位证甚至肄业等
状况。

为何产生成绩单之争？

“邮寄成绩单”事件,为什么
让一部分大学生在网络上“破
防”，以激进言语表达对学校的不
满。

当我们从现象看本质，可以
窥视到“破防”背后的真实原因：
独立与自律的缺失。中学阶段，无
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由学校和
家长在学生背后制定大方向并起
到一定约束作用，规则制度下的
竞争是一把双刃剑，如若学生在
此过程中无法培养出足够的自主
意识和独立能力，当进入大学后，
松掉原本紧绷的“弦”，那后果就
不堪设想。现实例子比比皆是。十
年苦读凭借高分进入985、211高
等学府，但是就此荒废学业，整日
游乐不思进取，成绩一落千丈。当
一纸“飘红”的成绩单寄送到父母
手中，让原本只有自己或者周边
小范围知晓的事情升级为“家庭

事件”，扯掉了这层“遮羞布”后，
他们又该如何泰然自若？

哪怕是成绩优异者，也同样会
被成绩单困住。为了漂亮的分数陷
入“过分卷”的怪圈，通过选“水
课”、重修卷绩点的方式来达到预
定成绩目的，在这过程中花费了毫
无价值的时间和精力，最终实际收
获和能力水平只有自己知道。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里，尼采说：“不能听命于自己者，
就要受命于他人。”大学生作为成
年人，应当对自己所产生的一切
行为结果负责，而成绩单作为阶
段性学习结果的记录，应当正视
它的存在，不可忽视亦不必过分
看重。当成绩单到达父母手中，我
们可以与父母进行适当交流，让
父母不至于对我们的学习生活一
无所知，也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来
反思复盘自己前一阶段的学习态

度、方法以及心理状态，从而奠定
下一个学习周期的基础。

寄出的成绩单困住的是“仅
以分数论英雄者”，更是“自我认
知不清晰者”。高校学生学习能力
并不能被薄薄的一张纸所定义，
大学成绩单上的分数也并不能与
学生的能力水平画上等号。对清
醒者来说，这一纸成绩单的影响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其早已认
识到了自己的目标，而来自家长
的意见仅是其选择道路上的参
考。对混沌者来说，他们可能在某
种程度上需要有这一份成绩单，
让父母参与进来。但对大多数的
家长来说，大学教育的现状他们
本就模糊，对一个本就没有认识
全貌的事物所提出的观点能服
人吗？于是徒留家长干着急。这最
终导向的结果就是清醒者愈发清
醒，而糊涂者依旧糊涂。

寄出的成绩单困住了谁？

认知明则行愈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