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金报 金评教育 A02
2024年6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张亮 万建刚 美编：许明 审读：邱立波

▲▲▲▲▲

投稿邮箱投稿邮箱

jinbaopinlunjinbaopinlun20122012@@126126.com.com

本埠声音

今日金评

百姓话语

在倡导素质教育、推进“双减”
的大背景下，学前教育、中小学作
业形式日益多元化，非纸笔作业占
比显著上升。这类作业旨在促进幼
儿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增加“直接
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的机
会，对孩子未来的全面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却往往与初衷背道而驰。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家长
们往往容易陷入对作业成果完美
性的追求中，过于注重结果的评价
方式，如将作业成果作为展示和比
较的对象，忽视了亲子作业过程中
最为宝贵的部分——家长与孩子
共同度过的时光、分享的情感以及
相互之间的理解与成长。这种过度
追求结果的心态，不仅可能使孩子
失去学习的乐趣，更可能破坏原本
和谐亲密的亲子关系。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电商平台

上出现了“代做”商家，将亲子作业
“外包”成一门生意。这种现象的出
现，无疑是对亲子作业本质的扭
曲，也是对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旅
程的亵渎。

亲子作业的本质，应当是一个
充满爱与陪伴的旅程。在这个旅程
中，家长和孩子一起探索、发现、创
造，共同面对困难与挑战，分享喜悦
与成功。这种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和
互动，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它
不仅能够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够加深家长与
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让彼此更加
了解、更加亲近。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亲子
作业的目的和意义。幼儿园在布置
作业时，应更加注重作业的过程性
和体验性，鼓励孩子发挥想象力和
创造力，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去
表达、去创造。同时，家长也应以更

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亲子作
业，将其视为一个与孩子共同成
长、共同探索的机会，而不是一种
压力或负担。

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也应加
强对亲子作业的宣传和引导，让更
多的人认识到亲子作业的真正价
值。通过举办亲子活动、开设亲子
课程等方式，为家长和孩子提供更
多互动和沟通的机会，让他们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共同成长。同时，
加强对幼儿园教师的培训和管理，
确保他们能够以正确的教育理念
和方法来指导亲子作业，避免过度
追求结果的倾向。

总之，亲子作业是家长与孩子共
同成长的重要载体。让我们珍视这个
过程中的每一刻，用心去感受、去体
验、去成长。让作业成为连接家长与
孩子心灵的桥梁，共同创造一个充满
爱与陪伴的美好时光。 关育兵

亲子作业的价值 在过程而非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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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宁波现代农学院成
立仪式在浙江万里学院回龙校区
举行。宁波现代农学院由浙江万里
学院牵手“名校名院名企”联合共
建。仪式现场，宁波市农业科学研
究院、湘湖实验室、浙江万里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宁
波微萌种业有限公司等六家单位
进行了合作办学签约。计划2025
年开始招生，未来5年计划培养本
硕博学生1000人以上。

（本报今日A10版）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近年来，宁波高度重视乡村人才队
伍建设，出台《宁波市乡村人才振
兴十五条》《宁波市现代“新农人”
培育行动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
加快推动乡村人才队伍结构优化、
质量提升。目前，全市农业农村领
域已有全职院士 1 人、博士近 300
人、农技推广人才1059人、农村实

用人才 20.7 万人。其中，引进高层
次人才（团队）3 个，累计达到 30
个，数量居全省首位。

但也必须看到，当前，宁波在
种业科技、深蓝渔业、粮食安全、耕
地修复和农业废弃物高效利用、和
美乡村建设等关键领域，仍面临重
大科学问题和瓶颈问题的攻克，依
然存在着人才制约问题，尤其是高
层次、复合型涉农人才紧缺。与宁
波创建农业强市、种业强市战略要
求还不匹配，亟须大力推进涉农类
紧缺专业人才的培养。宁波现代农
学院的成立，既是回应时代所需，
更是使命担当。

用好“名校名院名企”优质资
源，培养更多农业科技人才，助力

“三农”事业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是共同实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
现代化建设的应有之义。2019年9
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
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回信

时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
技、在人才。他强调，培养更多知农
爱农新型人才，为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亿
万农民生活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
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现代农学院等涉农学院，承载
着农学学科延续发展的重任和希
望。一方面，要依托农业科技创新
和技术推广体系，创新农林人才培
养体系，把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
养置于技术推广一线，把专业硕
士、专业博士培养放在产业一线，
把学术型人才培养放在科研一线；
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价值—情怀
—知识—能力“四位一体”的“三
农”人才培养新模式，引导学生成
长为有知农爱农情怀、有强农兴农
本领的时代新人。

徐根凯

近日，杭州市临平
区教育局在回应人大
代表关于减轻低年龄
段家庭教育压力的建
议时，提出了一个引人
深思的观点：亲子作业
的价值，应在于它作为
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
旅程的见证，而非仅仅
追求单一的作业成果。
这一观点不仅为我们
当前教育实践中过度

“内卷”的现象敲响了
警钟，更深刻地揭示了
亲子教育的真谛。
（6月11日澎湃新闻）

动辄过万的
志愿填报服务，
靠谱吗？

近日，标价11999元的高考志愿填
报服务引发热议。据媒体报道，这并非最
昂贵的选项。张雪峰旗下的峰学蔚来，还
为2024年的考生推出了价值17999元
的圆梦卡，该服务包含四次专业填报咨
询、志愿规划视频等内容。

（6月11日澎湃新闻）

有人说，每到高考季家长和考生都
需要过两道坎，一是考试，二是志愿填
报。相比于硬碰硬的考试，志愿填报似乎
有不少“操作”空间。由于高考填报志愿
带有一定的博弈色彩，每年都会不同程
度地冒出“考得好不如报得好”之类的事
例，不断刺激家长和考生的敏感神经。尤
其是新高考模式下，考生面临多达20余
种选科组合。加上志愿填报数多达百余
个，让很多考生和家长更摸不着头脑，想
方设法寻求“外援”。

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花点
钱请专业人士提供一些专业建议，当然
无可厚非。我们大可不必一棍子打死，刨
除网红效应，大家认可这个价格也说明
有其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高考志愿
填报本质上就是一门信息差生意。身处
信息社会，相关信息并没有什么特别的

“秘密”，但缺乏“积累”的考生和家长所
了解信息还是比较有限，显然没有张雪
峰们等行业机构和从业者了解的信息
多，花点咨询费确实能更有的放矢地填
报志愿。

但问题是，志愿填报成为一桩热门
生意之后，难免鱼龙混杂，很多时候并不
见得真的靠谱。当下的高考志愿填报服
务市场，存在形形色色的各种机构和从
业者，服务质量参差不齐，高价咨询货不
对板，网上有很多网友分享过之前用过
的付费志愿填报咨询服务达不到预期，
甚至还闹出了不少矛盾。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填报志愿也是
一个审视自我和思索规划人生未来的契
机，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但不能由他
人代劳。高中毕业已经年满 18 周岁，考
生对自己的未来理应有基本的思考规
划。最近，媒体报道当年曾引起关注的衡
水中学毕业生张某某，考进浙江大学计
算机专业，求学三年后说“后悔了”。“高
考后并没有考虑未来的工作方向，大家
都说计算机好，自己为了赚钱而盲目选
择了计算机，不想过 996 的生活。”他表
示，没有学习的乐趣，没有钻研的快乐，
只有痛苦。他的案例，值得考生们深思。
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张雪峰们”，能帮
助考生们避免这种“后悔”和痛苦吗？

填报志愿，是自己的事情，“专业人
士”指导虽然有一定作用，但不能过于依
赖，更没必要过分焦虑。考生和家长应首
先考虑清楚自己的兴趣、能力、性格、求
职意愿和就业前景等因素，结合高考成
绩和位次、院校情况、专业选择等进行综
合考虑，理性分析，放眼长远，尽量尊重
自己的志趣按照本心进行选择。胡欣红

现代农学院成立
是回应时代所需更是使命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