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逾三分之一教育费
附加用于职业教育

上海市副市长翁铁慧近日做客上海广播电台节目时

表示，目前上海教育费附加用于职业教育的比例已达

34％，高于国家规定。上海将进一步做好职业教育发展

规划，培养复合型、发展型技术精英，为地区经济和社会

的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翁铁慧说，上海职业教育投入今后将重点用于推进

示范性职业院校建设、实训基地能级提升、双师型教师培

养等方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不断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据新华社报道，在大学生持续面临就业难的背景下，

上海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行情连年见涨。2013 年上海

中专、技校、职校近 4 万名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达 97.8％，

中职毕业生所学专业与岗位对口率达 84％。同时，上海

中职毕业生收入稳步提升，护理、航空服务、数控技术等

专业月收入超过 3500元的占四成，工作 3年后，五成以上

税后月薪已超过 3500元。

职业教育的升级需要更优秀的师资，翁铁慧表示，上

海将进一步推动专兼结合的“双师制”队伍建设，优化师资

培养机制。“我们要和行业、企业联手来打造‘双师型’师

资，现在上海要求职教老师每五年中有一年在企业中工作

学习，回校后能指导学生实习，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在师

资培训的财政资金投入上，今后需更多偏向职业教育。”

黑龙江1155名大学生
充实944个乡镇卫生院

近日，来自全国 40余所医学院校的 1155名医学毕业

生，参加了在齐齐哈尔医学院举行的“黑龙江省 2014 年

乡镇卫生院招聘医学毕业生岗前培训班结业式”，随后将

奔赴全省 944个乡镇卫生院工作。

“选择了农村这片土地，就是选择了奉献。工作后要

以‘最美乡村医生’为榜样，为基层医疗工作作出贡献。”

作为 1155名医学毕业生代表，孙庆灵说出了这批“90”后

学生的心声。

据新华社报道，“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补充计划”从

2014 年开始启动，将连续 3 年面向省内外高等医学院校

及社会，每年公开招聘 1000人，共计招聘 3000人，充实配

备到全省 944 个乡镇卫生院。预计未来三年，其工资待

遇本科及以上学历聘用人员年收入将不低于 4 万元，专

科生年收入不低于 3万元，全部由政府承担。

据黑龙江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学军介绍，这批医

学院校毕业生充实到乡镇卫生院，将改善乡镇卫生院人

才队伍结构，提高基层医疗保健服务能力，有效解决农村

群众看病就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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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
文·实习生 郭智雯

“支教”，似乎是所有大学生在四年的大学生活

中会经历至少一次的实践活动。每年暑假都有大批

的学生走进乡村或者是偏远山区进行开展最少一

周，最长一个月的支教活动。

今年 22 岁的小轩是湖北蒲公英支教队的队

长。2012 年到 2013 年的夏天，她曾连续参加了两

次暑期支教活动。第一次是在湖北大悟。“自己

被孩子们救赎，他们真诚、懂得珍惜，深深打动了

我。”小轩告诉笔者说，“我对于支教活动，对于孩

子们也有了更多的期待，于是第二年，我把活动

带回了家乡河北，地点是阜平县龙泉关镇西刘庄

小学。”

暑期支教：帮忙儿还是打扰？

对于支教的意义历来是争论的焦点。支教活动

一般开展地区为教学资源较为贫乏的乡村或偏远山

区，在那里大学生带去知识以及对当地学生的关心，

无疑有助于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是对孩子们的帮助；

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大学生带去了新鲜的世界，创

新的教学方法，然后又将其带走。这些无疑会对孩

子们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当地老师如何顺利过渡

到支教后的教学也是一个问题。无怪乎不少学校拒

绝暑期支教活动。

李小睿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支教队就“如何让短

期支教不再成为一种打扰？”在其实践活动所在地蕲

春市开展了调研活动。他们针对支教者、当地学生、

当地教师及家长四类人群设计了四份不同问卷，以

求从不同角度最全面分析的信息。

在全村开村委会的时间，村长将大伙召集到一

起，给村民发放了问卷。由于部分村民文化水平有

限，村长一个一个的将问题读给大家。全村的人都

认真又慎重的在问卷上勾出自己的选择，有的村民

甚至在问卷后附上自己详细地看法以及建议。从结

果来看，当地的家长较为支持支教活动，认为支教没

有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同时对自己孩子的

学习存在一定的帮助。当地教师也持有相同意见，

建议将支教时间延长到一个月以上。

李小睿一行人又利用临走前最后一次班会时间

向学生们发放了问卷。超过半数的人认为支教对他

们的学习略有促进作用，并且认同支教者的素质以

及教学内容。但是他们认为支教活动的作用很有

限，只有百分之十的学生认为其影响可以持续半年

及以上，多数学生认为影响只有一个月左右。值得

注意的是针对“短期支教大学生能否很快融入到您

的学习生活中？”这一问题，“是”与“否”的选项各占

百分之五十。

由于支教的时间较短，不少支教队员发现学生

在支教前与支教后课堂表现上变化不大。因此近半

数的参与者觉得为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和效果，支

教时间应该从一周延长到一个月才算合理。有意思

的是在参加支教的队员中，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抱

着“丰富人生经历，当做一次旅行”的目的而来。

曾在去年参加过一个月支教的张同学在谈到对

于暑期支教看法的时候告诉作者“短期支教其实作

用很小，因此与其说给孩子带去什么，不如说在陪伴

他们的时候成长的是支教者本身。就像我永远不会

忘记在江西没洗澡的地方，大家每天一人一桶水，趁

天黑了在学校操场洗露天澡这件事。对我们而言，

更多的可能还是由于经济条件差异给支教者本身带

来的冲击吧。”

支教意义成为争论焦点

刚刚结束暑期支教的李小睿同学告诉记者，在

为期一周的支教实践中，他们分为调研队、后勤队和

支教队三个小分队分别进行实践活动。她说，支教

队并没有真正的参与课堂讲课，而是收集并整理有

用的学习方法，制作成册，分发给即将参加高考的高

三学生。除此之外，还开展了两次班会，分享自己的

大学生活和自身的学习经验。“当我告诉他们大学里

有社团，有表演，有球赛等等一系列活动的时候，我

发现所有孩子的眼神中透露出的是憧憬，是向往。

我们在班会结束的时候带着全班同学一起喊出‘加

油’，有的同学暗自握拳，有的还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写下来，所有人都拼尽全力给自己打气，我真的很感

动。”当被问到参加此次支教活动有什么收获的时

候，她告诉记者“更多的可能是一种‘体验’吧。体验

了不一样的生活，认识了一批有责任心的小伙伴。”

与这种单纯的体验不同，小轩2013年组织的支教

活动持续了一个月。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他们与

河北省阜平县龙泉关镇西刘庄小学的学生同吃同住。

“我们每天早上都要自己烧水做饭，然后赶到教室带着

孩子们早自习读书。”小轩告诉记者，在刘庄小学他们

除了每天要去教室给孩子们上课之外，在课下还要去

学生家中家访，有的时候甚至要照顾学生的日常生活。

由于当地没有音乐、体育、美术和英语等课程，

所以蒲公英支教团队在这些科目上分配了更多的人

员。数学做查缺补漏和年级衔接，语文补充讲解作

文和阅读。

支教，教什么？

■教育快讯

■教育时评
文·陈弘毅

这个暑假，福建福州一中的高一新生在收到录取

通知书的同时，还收到了一份别出心裁的“暑期体育

作业单”。这份作业在网上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好评。

福州一中网站显示，这份“体育作业单”由“致家

长信”和 16段学校体育老师拍摄的教学视频组成的

“运动菜单”组成。信中要求家长督促孩子运动，包

括“至少完成一项体育技能的学习，坚持每周至少参

加两次身体素质锻炼，每次选择两项身体素质进行

锻炼，建议时长为 30分钟以上”。

不少成年人的记忆中，儿时伴随暑假而来的，往

往是一本厚厚的“暑期作业”。各种暑期培训、补习

班更是挤占了不少本属于玩乐的时间。写作业时，

总会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的世界。印象中，几乎没有

学校会专门为体育设置“暑假作业”。

近年来，在“宅”文化盛行，现行教育体制下对智

育的过分关注，校园体育长期得不到充分重视等因

素的共同作用之下，青少年心肺功能下降、运动能力

趋低、肥胖率不断攀升……种种令人担忧的迹象都

在提醒我们，“青少年运动时间去哪儿了”已成为迫

在眉睫的社会问题。

诚然，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家校或社会

任何一方。一句“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将

体育教育长期以来受到的忽视体现得淋漓尽致。家

长害怕“独苗”受伤，平时宁愿将孩子关在家中；不少

学校体育课内容枯燥，形式单调，孩子不爱上；社会

对青少年身体素质存在“只要没生病就是健康的”等

不正确观念，无形中都让校园体育陷入“可有可无”

的尴尬局面之中。

而福州一中布置“暑期体育作业单”的初衷，则恰

好从学校的层面阐释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体育教学

理念：不仅要使学生在课程大纲中规定的“国家学生

体质健康测试”中达标，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科学

锻炼身体的方法，并培养学生终身锻炼身体的习惯。

其实，体育教育的本意就应如此：教育目的不仅

仅在于测试达标，更在于让学生养成一辈子主动参

与体育锻炼的好习惯。收到这份特殊作业的孩子是

幸福的，在他们人生道路上，曾有这样一份充满诚意

的作业，提醒他们“运动应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高贵

的灵魂只有栖居在优美的身体上，方能尽显造物之

妙，将自己打造成全面发展的人”。

“暑期体育作业”折射的教育理念之变

“一个班 30 个孩子，暑假一下子来个三个学校

的志愿者。孩子们被逼在放假期间还要来上课。”张

同学告诉作者，“这无疑是本末倒置了。”本该是对当

地稀缺的教育资源进行补充，到头来却成了孩子们

的负担，也难怪社会上对支教存在负面的评价。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炜老师表示，暑

期支教对大学生而言是一种非常好的实践机会。通

过支教既能让学生了解到农村具体的社会情况，同

时对受支教的学生而言也是一种帮助，因此对支教

者和受助学生具有双赢的意义。

支教热，从大方向上看是积极的，它体现了越来

越多的人有意识的关心教育资源不足的孩子，愿意

花时间去服务。而且支教服务的体系成熟起来也必

须有很大的基础和试错。但要看到的是一周、两周

时间的支教只能是对当地情况的考察，这也是为什

么有百分之九十四的人认为支教是“一场旅行”的原

因所在。

小轩提到了支教过程中的几个典型的问题。首

先是安全，“这个需要在支教前对于当地的情况有一

个比较细致的了解，以做预防。”其次是教学内容和

只局限在暑期的支教效果有限

教学形式。这一点在李小睿的调研中也有所体现。

如何在不影响学生正常学习以及之后学习的基础

上，给学生带来最大的帮助，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还

有就是支教者自身的素养。“我希望队员们把支教当

作一件非常平凡的事，它像我做的每一个决定一样，

是我想做并有责任用心做好的事。我也希望支教队

员不要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而是真正与孩子们平

等的相处，有爱，没有施舍。”小轩对记者表示。“不要

站在道德制高点，觉得孩子需要就一车的拉着来。”

张同学说道。

针对这几个突出的问题，李炜老师也给出了自

己的建议：第一要对支教的内容进行详细的规划。

最好能够制定出相关的计划表。这样才能在到达支

教的地点之后快速的顺利的开展活动。第二参加支

教活动的人员要抛开居高临下的心态。“要换位思

考，站在学生的角度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他们

的想法，以平等的心态来对待支教活动。这样才能

真正的融入到支教的学生之中，使师生双方都收获

更多。”

李老师还提到了支教活动中最受争议也是最重

要的时间问题。她建议支教活动要具有延续性。“支

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果只局限在暑期那短短的

一段时间，就如同风吹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它的

影响力和后续效果相对有限。“她建议能够建立起一

对一的长期帮助机制，定期进行回访，“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的达到双赢。”

“有时候孩子们会在课间跑过来，拉拉我的衣

角，趴在我耳边悄悄地跟我分享他们的秘密。到现

在还有不少孩子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的学习近况。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做了一件特别正确的

事。”小轩告诉作者，一年前的支教现在依旧历历在

目，“当我们准备离开西刘庄小学的时候，我们带着

学生们站在操场上大声的喊出“少年强则国强”，对

着远方，对着外面的世界，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听到。”

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司长郭建军近日说，近年

来我国积极推动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并将运动员

参赛资格与文化测试成绩挂钩，近 4 年来，约有 200

名运动员因文化测试不及格被取消参赛资格。

郭建军在 6 日举行的“推进各级体校运动员文

化教育工作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了上述情况。

他说，推动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标志着我国体育

后备人才培养方式的转变，过去那种只注重体育成

绩忽视文化教育的方式已经过时了。

以前，中国一些运动员在退役后由于自身文化

水平低、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原因，退役后往往难以

融入社会、顺利实现再就业，因此常常出现生活困

难。有的运动员在退役后被迫当“搓澡工”“洗碗

工”，或者到街头卖艺。

运动员的文化教育问题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后越来越引起重视。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体

育总局、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进一步加强运动员文化教育和运动员保障工作

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加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文

化教育，为运动员就学、就业创造条件等政策措施。

自 2011年开始，我国开始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

的全国青少年比赛中，积极推进赛前运动员文化测

试工作。2011 年开展了 6 个项目，2012 年开展了 12

个项目，2013年开展了 17个项目，三年间，共有 7010

人参加了测试。2014 年计划扩大到 22 个项目。每

年都有部分项目运动员参赛资格与文化测试成绩

挂钩，并进行一定比例的淘汰。

郭建军说：“目前并不是所有文化测试成绩不

及格者都被淘汰，而是不及格中最差的 5％。近 4年

来，约有 200 名运动员因文化测试不及格被取消参

赛资格。”

同时，体校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体育人才培养基

地，也开始进行改革。体教共管模式在近年逐步推

广。目前，全国共有各级各类体校 2187 所，按体校

文化教育性质划分大体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种是

由当地教育部门所属普通中、小学承担文化教育工

作的体校；第二种是与当地教育部门联合办学承担

文化教育工作的体校，共占全部体校的 90％左右。

第三种是体育部门自办文化教育的体校，这类体校

主要包括绝大部分中专体校和极少部分少体校，虽

然此类体校数量仅占全部体校的 10％左右，但它们

既是输送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主阵地，同时也

是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落实的重中之重。

另外，国家体育总局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为

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

联合教育部共同下发了《中等体育运动学校管理办

法》《中等体育运动学校设置标准》《少年儿童体育

学校管理办法》3 个配套文件，在体校管理体制，运

行模式，办学资质、标准，学习和训练时间的要求等

方面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而且，在2012年周期的《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

才基地认定办法》中，强化运动员文化教育考核条款，

若未实施运动员文化教育纳入当地教育规划、纳入当

地教育经费的体育学校，不得参加认定工作；属于九

年义务教育的体育学校未能解决办学资质，没有文化

教学任务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运动员就近文化课学习

的体育学校，也不得参加认定工作。

郭建军称，下一步，我国将从以下几方面加强

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一是建立国家、省（区、市）

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两级督导机制，将运动员文化

教育督导检查工作纳入国家教育督导序列，从 2014

年下半年开始，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对各级人民政

府贯彻落实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进行督导，对开展

不力的地方，通报批评并限期整改。

二是建立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奖惩机制，对于

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开展好的省（区、市）或体校进

行表扬，树典型，进一步加强宣传。

三是推进赛前运动员文化测试改革，积极探索

多种形式、符合体育特点的文化测试模式。在现有

的全国运动员文化测试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实施网

络测试，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区域性常规测试。

（据新华社电）

我国转变体育人才培养方式 文化教育成为运动员“必修课”

让暑期支教不只是一种形式，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虽然其意义微乎其微，但若是只会议论而不去

行动，便是这一“微”也没有了。就好比播下星星之

火，多数火种会熄灭，但总会有一些成为燎原之势。

一味的肯定或者否定都没有实质意义，唯有有计划

有组织的开展暑期支教活动，建立起一种长期的联

络关系，提高参与者自身的素质，才能使暑期支教的

意义大于一场旅行。

我国3至5年消除
贫困地区薄弱学校D级危房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三部门近日下发

通知，对各地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

办学条件提出 20项底线要求，提出要用 3至 5年时间，消

除 D级危房，确保学生 1人 1桌 1椅（凳）。

通知要求各地通过实施“全面改薄”项目，实现寄宿

学生每人 1个床位，消除“大通铺”现象，消除 66人以上超

大班额。新建校舍抗震设防类别不低于重点设防类，满

足综合防灾要求。学校具备适合学生特点的体育活动场

地和设施设备，有利于开展具有当地特色的体育活动。

同时，学校要设置旗台、旗杆，按要求升国旗。除特

别干旱地区外，寄宿制学校应设置淋浴设施。寄宿制学

校或供餐学校具备食品制作或加热条件。学校配备开水

供应设施设备。有条件的地方，新建校舍一般设置水冲

式厕所，厕位够用，按 1∶3 设置男女蹲位，旱厕应按学校

专用无害化卫生厕所设置。通知还对校舍安全设施、教

室采光，以及黑板、图书和多媒体教室配置等提出了具体

要求。

三部门要求，各地应将 20项“底线要求”作为全面改

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项目优先保

障、必须完成的建设内容，并在实施过程中，以学校为单

位予以优先落实。同时，既要“保底”，也要“限高”，严禁

各地搞超标准豪华建设。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
军事生活体验营正式开营

第四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近日在解放军驻

港部队新围军营正式开营，来自香港 14所大学的 92名大

学生，将开始为期 15天的军事生活体验。

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少将、中央人民政府

驻港联络办公室副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

副特派员胡建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夫人梁唐青仪等主

礼嘉宾出席典礼。

谭本宏在典礼上致辞说，2005 年以来，驻港部队已

连续举办 10届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和 3届大学生军事生活

体验营，2425 名青少年参加了活动。在这里，他们经受

了磨炼，开阔了视野，完善了自我。相信军事生活体验营

必将为同学们更好地建设香港、报效国家奠定基础。

据新华社报道，本届体验营的学员们将进行体能训

练、基本的队列训练、实弹射击和徒步行军，还将参加有

关国防和军队知识的讲座、参观驻军军营、观看《中国梦》

文艺演出和参与文体活动、综艺晚会等。

为体现军事特点，参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学员

们被分为 2 个男生排和 2 个女生排。驻军选派素质优秀

的官兵担任训练教官，并结合青年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

点，进行针对性的培训。

■ 点 评

8月7日，黑龙江垦区龙镇农场的小学生来到田间地头参观，了解家乡现代农业，丰富暑期生活。
新华社发（陈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