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誗采编岗位
招聘人数：10 人（限男性）。
职位描述：按时按质完成稿件采访、版面编辑工作，能独

立进行选题调研、策划及撰写工作，修改和校对版面，有效进
行对外联络及沟通工作，收集并及时研究和处理读者意见和
反馈信息。

岗位要求：
1. 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两年以上新闻从业经验，北京地

区优先；
2. 扎实的文字功底、较强的专题策划和采访能力；
3. 良好的理解、沟通能力，较强的社会交往能力；
4. 高度的责任心，良好的团队精神。

誗行政岗位
岗位描述：熟悉教育媒体的市场运作规律，具备数据分

析、整理的专业知识，熟悉财务流程、熟悉财务软件的使用。
招聘人数：2 人
岗位要求：
1. 专科及以上学历；
2. 有从事办公室文秘两年以上工作经验， 文字功底扎

实，能够很好地完成办公室的文件撰写、会议记录、员工绩效
考核记录等日常任务；

3.有从事财务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有中级会计资格证书，
能够完成日常的财务记账及数据分析工作。

誗经营岗位
职位描述： 按时按质完成经营目

标及任务， 能独立进行经营策划、组
织、协调等各项工作，能够敏锐判断及
挖掘目标客户需求， 对教育媒体的运
营有自己的想法或思路， 能够应对当
前纸媒经营出现的各种问题， 提出自
己全新的经营推广思路， 能够利用全
媒体概念， 形成教育媒体全新的经营
模式。

招聘人数：10 人（8 男 2 女）。
岗位要求：
1. 专科及以上学历，具有两年以

上新闻媒体营销从业经验， 北京地区
优先；

2. 较高的创新意识和资源整合
能力，扎实的营销策划能力，能够独立
完成项目营销方案；

3. 良好的理解、沟通能力，较强
的社会交往能力；

4. 高度的责任心 ， 良好的团队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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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重点中学”
何必再评“示范学校”

□ 高振千

一吐为快

课改没有终点站，但课改需要
有终点思维。终点思维就是先想好
目的地，再制订时间表和路线图，以
终点为起点，反方向朝着起点去思
考和计划。

独立观察（17）

课改的终点思维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一个社会， 当它不再急于赶路，

目光从关注 GDP 数值转向寻求自身
的和谐，就意味着这个社会开始步入
正轨。 这是社会的进步。

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课改， 当人
们不再忙着赶路，不再纠缠于技术，不
再纠结于考试， 转向关注人的心灵和
精神成长的时候， 则意味着教育价值
重建的真正开始。 这是教育的进步。

课改，是一项旅程。 每一位课改
人都知道方向在哪里， 目标在哪里，
但旅程中却往往表现出行动的无力
感。 大家都在忙着赶路，却忘记了欣
赏旅途中的风景，忘记了发现自己的
幸福， 以至于迷失在技术的漩涡，顾
不上关注技术背后的人、生命、心灵
和精神。

这也许就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永远无限逼近， 却永远无法真正重
合。 这也许正是课改当下的尴尬。 人
们已经习惯于在旅程中匆忙赶路。 当
人们在课堂上只顾着赶流程的时候，
便赶走了课堂的灵动，赶走了课堂的
文化因子， 赶走了对生命应有的关
照；当人们在课程上只顾着赶种类有
多丰富的时候， 便赶走了学生的需
求，赶走了课程的本义，赶走了最初
为什么出发的那个“发心”。

课改走过的十多年里，人们关注
过改课堂、改课程、改管理，但归根
结底都是在改方法、改技术。 其实，
人，才是课改中的关键因素。 而人是
需要精神的， 人只有活在精神世界
里， 才能真正活出精彩， 活出幸福，
活出喜悦。

接下来的十年，课改不能仅停留
在经营技术和方法上，更要尝试去经
营人心，经营人的精神世界。 课改只
有在每个人的精神世界里筑起巢穴，
才能安放好教育的灵魂。 课改只有让
与之相关的每一个人， 包括局长、校
长、教师、学生乃至家长，在行动中不
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唤醒自我，成
为自我，进而创造自我，课改才有未
来；只有让越来越多的课改人在这场
变革中找到更高的追求，让课改成为
教育者自我修炼的“法门”，成为内心
有力量的人， 成为有使命感的人，教
育才有希望。

课改从关注技术到关注人以及
人背后的精神，这正契合了课改要经
历的四个阶段，即理念变观念，观念
变方法，方法变文化，文化变信仰。 每
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当行动成
为习惯，进而积淀成为一种文化的时
候，背后便是可以触摸的信仰。 当课
改人在行动中触摸到自己的信仰时，
课改便跳出了教育之外，有了更高的
占位。 课改的终极关怀就是让每一位
教育人重拾信仰，尽管信仰可能距离
我们还很遥远。 有人诠释，信仰是对
大自然的心灵仰慕，对未知领域的敬
畏心情， 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
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 教育者的信
仰，无疑是对理想教育的仰慕和对生
命个体的敬畏。

课改的一小步，将是教育的一大
步。 对于教师而言，真正的成长是从
精神发育开始的，是从生命的自我觉
知开始的。 所以， 课改应有三个面
向，一个面向是理念，一个面向是技
术，另一个面向则是精神。 理念让人
们明晰方向，技术让人们行动有力，
而精神让人们持续行走。 倘若课改
不能直指人心，不能触动心灵，不能
提高精神海拔，那么，理念和技术都
可能因此而中断。 理念泛滥与技术
至上，都可能让课改在顾此失彼中误
入歧途。

课改没有终点站，但课改需要有
终点思维。 终点思维就是先想好目的
地，再制订时间表和路线图，以终点
为起点，反方向朝着起点去思考和计
划。 善于使用终点思维，课改才不至
于偏离航道。

在浙江省，“孩子考上了省重点
高中” 将不能成为家长们口中的谈
资了。因为《温州都市报》报道，浙江
省已经取消了“省重点普通中学”的
评选，取而代之的是“省普通高中特
色示范学校” 评选。 笔者从文中获
悉，浙江省教育厅拟认定全省 32 所
学校为首批 “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
示范学校”，温州市共有两所中学入
围，分别是温州中学和永嘉中学。

“重点中学”的评选始于上世纪
90 年代，当时由于浙江省普通高中
的场地设施、 师资管理等软硬件条
件都较为落后，为了改善办学条件，
促进高中教育的发展， 提高高考升
学率， 各县市纷纷举全县市教育财
力人力，集中力量办好一所“重点中
学”，这就是后来被人诟病的“县中
现象”。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通过
评选“重点中学”这种举措，一定程
度上促使政府加大对高中建设的投
入，同时也起到了“窗口高中”的效
用。“重点中学”有优先的招生权，能
得到更多的扶持， 在这样特殊的百
般呵护之下， 慢慢壮大起来， 成为
“一枝独秀”， 成为学生拼命追逐的
对象。

但是， 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
“重点中学” 渐渐暴露出各种问题，
被人们广为诟病，取消“重点中学”
的呼声日益高涨。 为统筹城乡教育
资源均衡配置，破解择校难题，标本
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有关部门
作出了“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的决
定。 然而， 无论取不取消 “重点中
学”，那逐渐积淀下来的优势、口碑，
不是说取消就能取消的。 老百姓的
眼睛是雪亮的， 他们心中有自己的
评价标准， 他们始终会以自己的判
断用脚进行投票。因此，在老百姓约
定俗成的以升学率评判学校的视线
之下，这“取消”已显得没有多大实
际意义。

有意思的是，这边“重点中学”
的影响还难以消弭 ，“取消 ” 的号
令还未能奏效 ，那边 “特色示范学
校 ”评选业已轰轰烈烈开展 ，并且
纷纷隆重登场 ，大有 “按下葫芦浮
起瓢”的味道。 “特色示范学校”评
选名义上是为推进高中新课改 ，
加快普通高中课程的多样化 、特
色化发展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
发展 ， 持续提高普通高中学校的
教育质量和水平 ， 可这样的目的
能实现吗？ 如果学校有鲜明特色，
又何愁别人看不见 ， 用评选的手
段去催生反而有拔苗助长之嫌 。
至于能不能 “示范 ”、“引领 ”，老百
姓心里自有一杆秤去衡量 ， 恐怕
不是评选就能改变的。

尽管“重点中学”和“特色示范
学校”是两个不同的评价体系，前者
注重的是学校的硬件设施和教育教
学质量， 后者注重各个学校的办学
特色和特色课程开发， 但凭目前的
评选方式和机制， 很难树立货真价
实的典型。获评总数的严格控制，竞
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许多学校磨刀
霍霍为声誉而评选， 一旦评上便刀
枪入库该干吗还干吗， 一轮又一轮
的兴师动众、 劳民伤财的评选常常
沦为走过场， 却无多少教育实际价
值， 这也难怪有人评价说称号的改
变反正是“换汤不换药”。

“特色示范学校”的登场能经得
起时间的检验和社会的认可吗？ 难
道非评选就无法进一步提高学校的
办学水平吗？

3 月 9 日多家媒体报道， 浙江温州许
多家长、教师都在吐槽“现在的孩子动手
能力越来越弱”。 “为了实验安全，一般要
用火柴点燃酒精灯，但没想到竟然花了一
节课教学生用火柴”。 温州市一所省级重
点高中的化学教师林老师说，他发现绝大
多数学生都不会划火柴。 “学生压根就没
接触过锯子，拿锯子握哪儿都需要我手把
手教。 ”乐清中学信息技术科教师李曙强
介绍说，完成“久坐、坐姿、灯光提示器”这
项作品时， 学生需用锯子切割塑料板，但
由于技术生疏，学生切割精度无法达到要
求，只能一直重复进行。

“拿锯子”、“划火柴”确实已经像钻木取
火一样古老了， 但绝没有达到老朽程度，要

不在先进的互联网时代，聪明的我们早就淘
汰它们了。 诚然，孩子们对此类技术不必娴
熟自如，但如此陌生总让人觉得缺点什么。

结合孩子的“会”和“不会”来造句，是
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比如“会”：孩子会
学习，会算题，会弹复杂的钢琴，会玩互联
网，会打高妙的游戏，会考重点大学，会按
照家长的设计成为精致的“分数的机器”、
“功利的道具”和“升学率的忠实执行者”。
再看看“不会”：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不
会叠被子，不会修理玩具，不会玩，不善交
际，不会给自己设计未来等，更不会使用
很多工具，很像个“生活傻子”。

“会”的分量很充足，却否定不了“不
会”的虚空；“会”的颜色很鲜艳，却掩饰不

了“不会”的暗淡；“会”的力量很强大，却
抑制不住“不会”中的无力无奈。 新闻报道
大学生找不到回家的路，衣服脏了不会洗
寄回家让家人洗。 名校状元毕业后不想工
作，说没意思就想当流浪汉。 诸多学生只
想成为银行家、科学家等。 但梦想再动人，
必须附着在现实的生活土壤上，先要让自
己活下去，否则，一切发展都会成为无本
之木。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如果什
么都“不会”，终究会长成一个不堪一击的
“泡沫人才”、“花瓶人才”！

孩子可以不会拿锯子、划火柴，却不能
不会生活，不会生存；孩子可以在分数的海
洋中自由遨游，却不能总在生活道路中“关
山重重”，成了当之无愧的“生活弱智儿”。

你的成绩很诱人，你的生存却很忧郁；你的
收入可能很高，你的生活却总觉得没趣；你
的眼界很高，你的幸福能力就是高不起来。
这还不是个重大的“成长悲剧”吗？

“为生活计”、“为长远计”是国家明文
规定的教育目标，比如《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就强调，“教育学生
学会知识技能，学会动手动脑，学会生存
生活，学会做人做事，促进学生主动适应
社会”。 如果这些都受到了忽视，说明教育
者根本没有站到孩子的角度看问题，没有
看到“生活弱智症”对孩子造成的祸害和
伤害。 总认为生活和生存技能根本就是多
此一举，“学了也没用”， 孩子怎么不成为
“合格的生活笨蛋和傻蛋”呢？

今天真得学学“划火柴”
□ 耿银平

校园目睹之怪现状

胶带不该成为必备文具
□ 李建民

从 2013 年开始， 中考主观题也使用
答题卡了，中考试卷开始网上阅卷。 涂好
答题卡成了学生完成考试必不可少的条
件，这对许多学生来说是件好事，但对一
些平时没有养成良好习惯的学生来说，可
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这其中的要点之一就
是改错的习惯。 做错题了，怎么办———拿
出橡皮擦干净，重新再写。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们
的铅笔袋中多了一样好像不可或缺的文
具———透明胶带。 作业写错了，胶带一粘，
一撕；试卷写错了，胶带一粘，一撕。 有老
师甚至也这样去做。 还有用小刀或刀片将
写错的地方轻轻刮去，再重新修改错误的
现象，这些都是应该马上改掉的习惯。 因
为， 如果改掉后的题目在电脑上显示不
清，阅卷教师将视为“错”。 可习惯成自然，

这怎么会轻而易举就可以改掉？ 下面这个
小故事可以说明。

从前有个小徒弟跟师傅学习剃头，师
傅先是让他在冬瓜上剃冬瓜皮练习基本
功，每次检查完练习效果后，会评价说：好，
然后就让他休息。 在以后的练习中师傅叫
好，徒弟就随手把刀插在冬瓜上。 师傅也没
有发现徒弟的这个习惯性的动作。 练了半
年多， 终于可以出师， 给第一个顾客剃完
头，在旁边看着的师傅忍不住叫了声好，徒
弟习惯性地就把剃刀插了下去……随之而
来的后果大家可想而知。

以往，学生使用胶带改错，老师视而不
见，无意中给了学生默许的心理暗示。 甚至
有时候，学生忘记带胶带，都不会改错了。 还
有的学生，选择题做错了就在原来选项上修
改。 字母或数字等写错了在原来内容上修

改。 这些习惯无疑都会成为小和尚最后的那
一习惯，在中考时造成不可挽回的错误。

除了改错习惯，还应该注意答题习惯。
去年中考适应性训练后， 不少学生反映数
学题做不完。 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平时
的答题习惯。 以前不使用答题卡时想到哪
写到哪，一下子使用答题卡了，直怕写错了
或是步骤写太多答题卡写不下， 于是先在
草稿纸上完整地计算一遍， 再往答题卡上
写。 这样自然会浪费时间。 因此，我们从一
开始就要训练学生， 哪些计算步骤是必须
要写的，哪些是可以省略，在草稿纸上完成
就可以的。 另外，数学题尤其是证明题的逻
辑性要求很强，平时就要养成良好的习惯。

不好的习惯一旦养成不是说改就能
改掉的。 中考的答题卡也能使用胶带吗？
肯定不行。

局内人

不应误读禁播《水浒》的教育善意
□ 张立美

� 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滨认为， 电视剧
《水浒》应该禁播，战争题材的电视剧要有
所控制，这些都和暴力相关。

《水浒传》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其中
许多故事情节早已深入人心。 李海滨以与
新时代不适应为由建议禁播《水浒》，被网
络达人们贴上为了维稳的标签，遭到网友
吐槽。 但是，从教育角度来说，我以为不应
该误读了禁播《水浒》的善意，禁播《水浒》
的主张并非没道理。

纵观李海滨建议禁播《水浒》的主张，
我认为看不出是为了维稳需要，只是认为
《水浒》太暴力，与新时代不适应。 而且，主
张禁播《水浒》，并不是说要禁止公众阅读
《水浒传》，要上演焚书坑儒，这有着本质
区别。

禁播暴力血腥的《水浒》，纵然不能禁

止暴力，但可以减少对青少年的伤害。 从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角度说，禁播色
情、血腥、暴力的电视版本《水浒》，非但无
不妥，且非常有必要，过去老话有说“少不
看水浒”，就是从教育青少年层面讲的。 当
然，在尊重《水浒传》原著的基础之上，淡
化色情 、血腥 、暴力场景的电视版本 《水
浒》就可以播放。

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 只要走出大
陆，就有禁播《水浒》的先例。 新版《水浒》
被引进到宝岛台湾之后， 播放没多久，就
被台湾当局有关部门定性为限制级影片，
禁止播放，多家播放新版《水浒》的电视台
被台湾当局给予罚款处罚。 就连《新还珠
格格》推销到台湾之后，也因为暴力、色情
而被定性为限制级，禁止播放。 换言之，一
部电视剧，或者一部影片，该不该禁播和

限制， 与小说原著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关
键是看剧情和情景设置。 李海滨建议禁播
《水浒》被网友非议，与台湾当局禁播新版
《水浒》两者相比，我们不难看出在保护未
成年人的工作上做得还远远不够，尤其是
很多人从思想里、骨子里还没有真正意识
到保护未成年人的重要性。

可以说， 李海滨从电视剧的暴力血
腥场景对青少年造成的负面影响角度考
虑，主张禁播《水浒》，建议限制战争题材
的电视剧，不是建议禁播真可怕，恰恰反
映出人们对其给青少年造成的影响考虑
甚少。 另外，从治本之策上讲，建立电影
分级制度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只有建立
电影分级制度， 才能真正限制和杜绝类
似情况出现， 才能减少对青少年的负面
伤害。

有此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