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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

不吐不快

职业本科吸引高分考生是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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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一碰加好友”、高清可旋转摄像
头、刷短视频、玩游戏……儿童智能手表
功能日益丰富，俨然成为时尚单品。然而，
儿童手表“卷”出新花样，令家长对“智能
过头”心存担忧。

（8月5日《经济日报》）

手表的基本功能是为佩戴者随时提供
时间信息，以便于人们有序安排日常作息。
赋予儿童手表以定位、通话和紧急求助等功
能，也是出于对其安全出行的必要考量。但
一些制作商却刻意对儿童手表做诸如添加
好友、可旋转摄像头、刷短视频、玩游戏等
过多过滥的“智能”开发，让儿童智能手表
俨然如成人智能手机一样丰富多彩，这显
然有悖儿童手表设计的初心本义，对孩子
身心发育和健康成长未必是件好事。

对儿童智能手表的功能设置，应当坚
守初心使命，聚焦于满足儿童健康安全和
基本沟通需求，如精准定位、紧急求助、健
康监测等。鉴于孩子们缺乏一定的是非辨
别水平和自我约束能力，制作商要多些社
会责任担当，少些吸睛逐利私念，即便是
要做一些延伸性的功能开发，也要充分顾
及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多些可适性、少些
娱乐性，比如适度融入有益的教育元素，
减少不必要的娱乐和社交功能，力避孩子
陷入过度沉迷。

对于儿童智能手表的制作管理并非
无章可循。2022年发布的《儿童手表》国家
标准，已针对儿童智能手表的静态定位、通
话、电磁辐射、信息安全、电池安全、充电安
全、佩戴安全温度等提出明确要求。中国网
络安全产业联盟组织制定的《儿童智能手
表个人信息和权益保护指南》今年3月起
已正式实施。该指南为儿童智能手表生产
者提供了明确指导，要求其从多个层面保
护儿童个人信息和权益；提出儿童手表制
造者需要考虑在监护人控制应用程序中设
置足够的功能，以确保监护人能够对儿童
智能手表的特定操作进行适当控制，如交
友功能、应用内付费、内容发送等操作。

矫治对儿童智能手表的“过度开发”，
既需要严格落实国家相关规章和指南，也
需要完善行业监管的配套举措。比如，有
专家建议，除通话和定位等基本功能外，
对一些增值性服务可采取准入制或申请
报备制，只有经过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
才允许厂商上线应用；引入支付宝或微信
支付功能，可设置必要的额度限制。要通
过严格的前置性审核、技术性管制和政策
法规约束，综合性遏制儿童手表的“智能
过头”问题。

智能手表和智能手机一样，本身只是
工具，有害或助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使用
者的有效把控。这需要学校和家长的协同
配合、相向而行。作为法定监护人，家长要
加强对孩子正确使用儿童手表的教育引
导，力避过度依赖和沉迷其中，对孩子的
消费行为要科学监管，防止攀比和浪费；
学校老师要通过课堂教学和主题班会，引
导孩子妥善保管和有效使用。 张玉胜

日前，高考成绩602分的浙江
富阳考生陈雨萱被浙江机电职业
技术大学城市轨道交通设备与控
制技术专业录取。今年高招录取
季，职业本科成为备受关注的“新
星”，部分院校投档线高出普通本
科线100多分。

（8月7日《新华每日电讯》）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科技创新赋能、科技成果转化、
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为产业体系
高质量发展和跨越式提升蓄力添
势。

然而，过去有一段时间，社会
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和误解，认为
职业教育是“末路选择”，只有考入
本科无望的学生才会选择报读职
业院校，从家长到考生一致对职业
教育有抵触心理。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关
键。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
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
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国
家逐步加大对高层次技能人才的
培养力度。特别是随着2022年5月
1 日起新版《职业教育法》的颁布
实施，职业教育正迎来快速发展的
机遇期和黄金期，那些对职业教育
存在的“傲慢与偏见”也正在改观。
如2022年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录取
分数线就高出广东省本科线数十
分。甚至出现一些本科生选择“回
炉”读职校现象。

分数有高低之分，但教育无贵
贱之别。近年来，高分考生选择职
业院校，看似“高分低就”的背后，
是他们看到了职业教育在培养高
技能人才方面的优势。也就是说，
高分学生选择的职业院校，往往具

有鲜明的办学特色，与产业合作互
动密切，就业前景良好，在招生吸
引力上不低于一些普通本科院校。
这不仅折射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正在稳步提升，也反映了职业教育
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我们常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现在，
一部分高分考生和家长愿意以高
分入读职业教育高校，既是对自
身兴趣和特点的尊重，也有对就
业率的现实考量。更值得关注的
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加
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
业教育体系”，这不仅是对职业教
育地位的再次肯定，也是对其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引。期待
有更多的职业院校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办出特色，用实际行动为
自己“正名”，培养更多社会发展
需要的优秀人才。 王小梅

走进名校访学、参观文博场
馆、打卡名胜古迹、探索天文地
理……今年暑期，研学旅行火爆
出圈，迎来了一波新热潮。与此同
时，“研学游变‘到此一游’”“月入
一万不够研学7天”等吐槽声也不
时出现。研学游如何才能真正实现

“有研有学”？
（8月6日《新华每日电讯》）

每逢暑期，研学旅行和营地
教育持续升温。不可否认，开展研
学旅行，推进营地教育，鼓励孩子
们走出课堂，走向大自然和社会，
对开拓孩子的眼界、提高孩子对
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加强人际
交往、促进身心全面发展等都很
有帮助。

但与此同时，快速发展的研学
旅行市场，存在大量粗放型、体验
差的产品。目前，研学游最被诟病
的是“游而不学”“学而不研”等问
题，没有真正做到学游并重。年轻
家长们经历的第一个“天价花销暑
假”，只换来了孩子“潇洒走一回”。
可见，研学旅行看似热闹非凡，但
大都是盲目跟风的“烧钱游戏”，不
仅背离了研学初衷，而且隐藏各类
风险。

特别是，对于研学旅行，目前
国家并没有制定出具体的行业标
准和制度，导致市场管理比较混
乱。目前，我国市场上研学旅行的
活动种类繁多，由于没有统一的标
准规范，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不少机构打着“教育”的幌子，将学

生们带到旅游景点，实质却仅仅停
留在“到此一游”的层面，教育内涵
和价值大大缺失。更有甚者，连孩
子们的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这给
研学活动带来了巨大隐患。

所以，回归“有研有学”，需研
学游“有规有范”。首先，应制定全
国统一的《研学旅行服务规范》，对
产品开发、操作规范、市场规则、资
格准入管理等，进行政策规范和指
导。同时，文旅行政管理部门可建
立若干个国际、国内“营地教育”接
待示范基地，规范接待标准，引导
研学旅行向健康、规范的方向发
展。特别是，国家层面应出台有关
法律，保护未成年研学旅行者的合
法权益。

张西流

儿童手表
不能“智能过头”

想要“有研有学”需“有规有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