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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72 岁重启自考之路，她用 16
年的时光，参加97场考试，先后拿
下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管理专
科学历、南京大学法学本科学历和
南京工业大学工程管理本科学历，
成为江苏省首位拥有“双本科”的
自考毕业生。冯忆难的这份成就，
闪耀在教育的天空。

大家都能想到，在学习路上，
她必然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视力
衰退的问题，记忆力减退的困难，
还有他人异样的目光。以上种种，
她都克服了，如今，因身体原因她
决定停止自考，但仍坚持每日通过
手机学习钢琴，继续丰富自己的晚
年生活。

这一励志故事引发了网络热

议，不仅因其突破年龄的桎梏，更
因其以“高龄求索”的姿态，为当代
社会叩问教育的本质意义提供了
新的维度。

在笔者看来，首先，冯忆难的
经历印证了自考制度的深远价值。
它为无法进入全日制高校的群体
提供了一条“知识平权”之路。从专
科到双本科，从72岁到88岁，16年
97场考试的坚持，正是制度包容性
与个人能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次，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当
下，冯忆难的故事为“老年价值”提
供了新注解。当社会习惯将老年人
框定在“被照顾者”或“退出者”角
色时，她却以求知行动证明：老年
并非生命的“静止期”，而是可延续

成长、创造意义的阶段。这种“终身
学习者”的姿态，不仅是对抗年龄
焦虑的精神良药，更启示社会应构
建更友好的老年教育生态，让“银
发求学”从个案变为常态。

更重要的是，冯忆难曾说：“学
习让我忘记衰老，只感到充实。”这
句话道出了教育的终极意义——
它不仅是谋生工具，更是滋养灵魂
的源泉。在功利主义盛行的教育语
境中，许多人将学历等同于“敲门
砖”，将学习异化为“投资品”，而冯
忆难却以纯粹的热爱，回归了“求
知”的本真价值。他的故事提醒我
们：教育的最高境界，是让每个生
命在持续探索中保持向上的尊严。

王志顺

课间活动从 10 分钟延长至
15 分钟，是近来的热点话题。我
市的鄞州、镇海、慈溪、宁海等地，
已有学校开始实行课间活动 15
分钟。笔者认为，课间 5 分钟之
变，不是简单的“加时”，而是教育
温度的体现。

原本10分钟课间，任课教师
稍微多讲几句，再加上解决必要
的生理需求，其实留给孩子真正
玩的时间并不多。现在延长为15
分钟，将课间真正回归闲暇的本
意。我们不妨按照“2—10—3”或
者“3—8—4”的模式将15分钟按
照“解决生理需求——体育活动
时间——状态调整”三个阶段进
行有机安排，做到动静相宜，张弛
有度，而不是将15分钟安排得满
满当当。因为小学生的自控能力
比较弱，常在活动之后无法及时
从玩耍的状态抽离出来，需要教
师进行必要的引导，势必影响课
堂的效率。现在将15分钟有机组
合，既兼顾了学生休息的权利，又
可避免因为急速奔跑或上下楼梯
造成意外事故。

活动对孩子的好处不言而
喻。在经历 40 分钟的紧张学习
后，适当的活动、休息甚至发呆将
有效平衡脑中神经递质水平，促
进新陈代谢、缓解眼球疲劳，促进
大脑发育和心智发展。虽只延长
了5分钟，但一些互动性强，需要
一定组织协调的活动就能落实落
地，让孩子能玩得更尽兴。

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活动空间
的提升。学校可通过合理规划场
地，优化配置，努力挖掘潜力，盘
活校园空间，将简单的平面游玩
设施向立体的多维游玩空间转
型。通过精细化测绘和布局调整，
对楼宇间的绿化带进行迭代更
新，兼具休闲与游玩功能；对楼顶
进行安全加固，打造空中游戏场
地；开辟走廊的墙壁空间，让乐高
等活动项目上墙……还可以将游
戏开发的权利交给学生，广泛征
集，玩出名堂，构建课间 15 分钟
的童玩空间。还可以将社团活动
与课间活动相融合，课间休息时，
魔方社开展指尖炫舞、合唱团带
来课间点唱机、吉他社上演走廊
弹唱，让课间15分钟成为促进学
生个性发展的空间，发展个人的
兴趣和能力的增长点。

课间活动增加的 5 分钟，大
多数是学校通过调整作息时间，
优化大课间挪借来的。但我们更
希望课间的 5 分钟之变，能带我
们进行课堂教育效益的变革，走
上提质增效的高速路，为学生的
幸福课间托底，实现单位教学时
间效益的最优化。

俞成效（邱隘实验小学）

课间15分钟
不是简单“加时”

终身学习
是对生命

最好的致敬

让大学生与希望之城互相成就
最近，宁波为青年人才精心准

备的惊喜“盲盒”在全国巡回校招
现场掀起了一股热潮。不同于传统
宣传手册，这一次，宁波直接把人
才礼遇装进了年轻人最爱的“盲
盒”里。六大不同主题的“盲盒”，覆
盖奔甬青年从“初来乍到”到“扎根
成长”的全成长周期。

（3月12日《宁波日报》）

今年宁波市政府工作报告显
示，2024年，宁波开发就业见习岗
位1.2万个，数量居全省第一。新增
高技能人才8.1万人，人才资源总
量增速居全省第一。今年将新增博
士 1700 人以上、新来甬大学生 40
万人以上，新增高技能人才 5 万
人。

2025 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达
1222 万人，如何更积极地推动和
保障毕业生就业稳岗，是当下非常
关注的民生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提出，更大力度稳定和扩大就
业。

从校园到社会，从求学到立
业，是一个巨大的生活转换期。对
初出茅庐的青年而言，每一项都是
不小的挑战。宁波构建起从“校门”
到“城门”的无缝衔接体系，这种全
周期服务设计，本质上是对青年人
才成长规律的科学把握，展现了对
青年生存发展痛点的深度体察。这
种从“管理思维”向“用户思维”的
转变，从“阶段政策”到“终身服务”
的跨越，正在重塑城市与人才的关
系，为青年就业服务树立了创新标
杆。

宁波的探索证明：人才竞争的
下半场，决胜于服务生态的完整度
与生长性。面对持续增长的就业压
力，宁波实践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
盾提供了新思路：青年人才的价值
实现需要时间培育，城市必须建立
与人才成长同频共振的服务体系。

从短期看，这种投入需要付出更多
行政成本；但从长远看，它构建起
的是城市与人才的命运共同体，这
种深度绑定关系才是城市竞争力
的根本保障：用市场的逻辑配置资
源，用生态的思维培育环境，就能
在人才竞争中构筑起不可替代的

“磁力场”。这种从“管理”到“服务”
的治理升级，或许正是破解就业难
题的时代密钥。

促进大学生就业稳岗，既是攻
坚战役，也是长期战略。政府、高校
和用人单位要倾听大学生诉求，为
他们搭桥铺路，为他们减一点干事
创业的后顾之忧，增一些以梦为马
的精神底气，实实在在帮助他们强
化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这既是应
有的人文关怀，也有助于激发创新
创造活力，从而让他们从“找工作”

“有工作”走向“好工作”的过程中，
处处都感受到温暖。

丁慎毅

“只要有梦想，什
么时候都不晚，这句
话用在您身上再合适
不过了。”3月11日下
午，南通市教育考试
院二楼会议室，江苏
省教育考试院副院长
李拥军和南京工业大
学副校长郭凯为88岁
考生冯忆难颁发自考
毕业证书，并称她是

“终身学习”的典范。

（3月12日《扬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