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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秉林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优质均衡多样发展
在义务教育阶段，必须兼顾均衡发

展与质量提升，探索因材施教，促进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学校标准化与教
育 的 个 性 化 和 多 样 化 相 互 协 调 发 展 ，
切实提高教育质量。同时，要针对城
镇化带来的大规模人口迁移，调整和
优化教育资源的空间布局，缓解农村
人口流入城镇导致的城镇教育资源供
给不足等矛盾。

马宗保 （宁夏大学副校长）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目前，城乡基础教育的差距仍然十

分突出。农村教育要强化教师队伍的基
本保障体制建设，落实统筹推进县域内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政策。城市的基础

教育要追求“普遍优质”的目标，推动
优质师资与管理模式的普及。同时，加
大政府投入，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兴办
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马敏 （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重点提高师资水平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提升教育质

量的重点在师资水平的提升。好老师应
该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
知识、有仁爱之心的教师。教师素质的
全面提高，就要在以上四个方面不断充
实、提升，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真
正能教好书、育好人，让每一个学生都
健康成长。

刘忠范 （中国科学院院士）
强化政府主导责任
目前，教育领域存在过度市场化

的 错 误 导 向 。 不 同 学 校 的 师 资 有 强
弱 之 别 、 学 校 之 间 存 在 优 劣 之 分 ，
择 校 行 为 和 学 区 房 问 题 随 之 而 来 。
解 决 以 上 问 题 ， 应 该 强 化 政 府 在 公
共 服 务 领 域 的 主 导 责 任 ， 加 强 政 府
对 教 育 资 源 公 平 合 理 分 布 和 优 化 配
置的能力。

黄德宽（安徽大学原党委书记）
解决资源失衡问题
在实施“双一流”建设的同时，中

央和地方政府要下大力气补短板，全面
提高地方高校的办学质量，打造一批名
校和优势学科。只有解决好我国高等教
育资源布局失衡的问题，大力提升地方
院校的办学质量和水平，才能让更多的
学生公平享有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
会。

俞敏洪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
事长）

在高校开设家庭教育课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我们要

发展人民满意的教育，我认为，发展
人民满意的教育，家庭教育的作用不
容忽视。

我建议，政府应加强家庭教育学科
化建设，推动高校在相关专业开设家庭
教育课程，有条件的高校设置家庭教育
专业。对家庭教育指导者的从业资质和
认证培训设立标准并进行统一管理，建
立一支高素质的、专兼职相结合的家庭
教育指导队伍。此外，我还倡议设立

“家庭教育日”。
《光明日报》2017.3.15

文/陈鹏 晋浩天采访整理

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两会期间，校园贷问题再次成为热
点。有统计显示，面向大学生的互联
网消费信贷，截至去年规模已突破 800
亿元。有代表委员建议，一方面要对
部分野蛮生长、无序扩张的校园贷平
台予以规范清理，另一方面也要推动
正规金融机构尽快补上高校金融服务
短板。

某种意义上说，互联网金融走进校
园生活，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果
一刀切地把好好的产业扼杀了，反倒
有 可 能 出 现 “ 劣 币 驱 逐 良 币 ” 的 现
象，加剧地下金融交易的乱局。

眼 下 ， 校 园 贷 之 所 以 成 了 过 街 老
鼠 ， 原 因 无 非 有 二 ： 一 是 利 率 畸 高 。
据网贷之家调查数据显示，纯 P2P （点
对点） 学生网贷平台年化借款利率普
遍在 10%-25%之间，分期付款购物平台
要更高些，多数产品的年化利率在 20%
以上。极个别的，年利率甚至高达 70%
以上。二是手段暗黑。少数校园贷平

台甚至昧着良心设置贷款陷阱，逼迫
大学生“裸条”担保，贷后又暴力催
收，格式条款中的花色“违约金”“滞
纳金”“手续费”等，套路深深、坑洞
不尽。因此，将校园贷与电信诈骗同
列为 2016 年校园安全高风险事件，恐
怕亦算全民共识之一。

解决这个难题，办法有很多。就像
代表委员们说的，整肃互联网金融市
场、建立大学生征信制度、加强校园
信 贷 监 管 ， 等 等 。 一 方 面 是 清 理 整
顿，另一方面是规范供给。不过，俗
话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放贷的要守法
规范，借贷的恐怕也要有点财商。如
果 粗 放 式 校 园 贷 的 风 险 都 抗 拒 不 了 ，
防忽悠和抗诱惑指数如此之低，一旦
进入让人目眩神迷的社会，岂非成了

“小白鼠”？解铃还须系铃人。当下的
校 园 贷 乱 象 丛 生 ， 高 校 显 然 更 应 当

“解铃人”。
因此，整顿墙外的金融市场固然要

依靠法治，墙内的高校亦要查漏补缺。
一是及早将财商教育纳入高校基本

课程体系。二是加大校园信用体系建
设。遗憾的是，校园信用体系建设仍
是“信用中国”战略的短板之一。还
得多问一句的是：既然校园贷闹出的
人命事件也不鲜见，班会课、微信群
能尽到的提醒之责，各高校都尽心尽
力了吗？须知，银监会和教育部门的
喇 叭 再 响 ， 还 得 靠 校 园 广 播 来 完 成

“最后一公里”的接力。
中国教育新闻网 2017.3.14 文/邓海建

每年两会，有关民办课外辅导机
构的话题，总会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
教育热点。

当前，稀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与公
众的迫切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使
得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尤其是课外辅
导机构大量涌现并迅速成长。但民办
教育培训机构质量良莠不齐、乱象频
出也招致社会诟病。

我认为，问题首先出在属性定位
模糊。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兼具教育机
构与商业机构的双重属性，而在实际
运营中，其经济属性往往被过度放
大，而教育属性则在某种程度上被缩
小。一些培训机构以营利作为首要甚
至唯一目的。中小型民办教育培训机
构数量众多、良莠不齐，在课程设
置、教材选择等方面随意性较大，教
学与服务质量难以得到保障。

另一个突出问题是，很多民办教
育培训机构招聘的多是半路出家的
教师或大学毕业生，往往不具备系
统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并缺少
相应的职业能力训练，流动性也较
大。而目前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进
行 质 量 监 管 和 认 证 的 部 门 不 明 确 ，
亦没有民办教育培训机构的行业自
律性组织，导致该行业处于相对分
散和质量监管缺位的状态，质量保
障体系尚未建立。

鉴于此，我认为，首先要完善教
育培训规范管理机制和市场竞争机
制，建立教育培训信息服务系统，引
导教育培训市场有序竞争。我建议，
由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联合工商部门
等组成工作机构，组织力量进行专题
调研论证，针对民办课外辅导机构制
定准入标准和资格认证标准，开展机
构认证工作，完善民办课外辅导行业
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同时，建立健全
民办课外辅导机构的质量监控和保障
体系，适时开展辅导培训质量评估。

众所周知，师资队伍是民办教育
培训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我认为，可
以从制度建设入手，研制民办教育培
训机构的教师资格标准，建立教师资
格认证机制，同时探索有效方式，加
强对民办教育培训机构教师的专业化
培训。

还 有 一 点 ， 就 是 要 注 重 用 户 体
验，打造优质培训品牌。我们要引导
民办课外辅导机构转变观念，遵循教
育教学规律，坚持以学生为本，以质
量求生存，处理好公益性与营利性的
关系。

《中国教育报》2017.3.15 文/钟秉林

课 外 辅 导 机 构
仅 仅 规 范 不 够

校园贷治理 高校要早摇“警铃”

薛红伟 绘

今年南科大在招生时明确了一条加
分意见，引发舆论关注，那就是写好钢
笔字也能为录取加分。

这 个 一 些 人 直 呼 “ 没 想 到 ” 的 政
策，实际戳中了现实痛点。时下，一
些大学生一提笔就忘字，一写字就出
错，字迹潦草成通病。何也？多半与
中小学时期没有学好母语有关。如今
许多中小学书法课缺失，直接导致孩
子 们 规 范 书 写 能 力 下 降 ， 长 此 以 往 ，
以至于形成了一种“汉字危机”。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标志，是传承中
华文化的工具。小小汉字浓缩着一个个
历史典故，横平竖直体现着中华民族的

风骨，撇捺弯折展示着悠悠华夏的文
明。热爱、学好自己祖国的语言，传承
祖国的文化，这是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最
基本的要求。何况，汉字虽小，但一个
个、一排排、一段段写出来，能够从侧
面反映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水平。正如
常言道，字如其人，写好汉字是一个人
道德修养的一面镜子。“提笔忘字”，不
仅是公民的文化素质问题，还涉及到一
个“国家形象”问题，绝对不可小视。

写好钢笔字可加分，意在引导和鼓
励中小学生重视母语学习，重视母语
文化，并把学习母语当作一种基本素
质看待。当然，鼓励写好汉字，仅靠
招生加分还不够，还必须让书法教育
切实进课堂，并制定和推出汉字书写
等 级 标 准 ， 促 使 学 生 不 仅 会 写 汉 字 ，
还能懂得汉字的美观与规范，把母语
文化发扬光大。

《北京日报》2017.3.15 文/吕也玫

南 科 大 招 生 ：字 好 能 加 分

微信公号提问：孩子今年就要上幼
儿园了，但还是经常拉裤子，一些生活
习惯没有很好地养成，我们很头疼。还
有一些日常的行为礼仪，比如问候别人
或者得到人的帮助后说“谢谢”也不太
会，怎么来培养这些习惯？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园长柳茹认为，
孩子没有很好地养成一些良好行为习惯
很正常，很多孩子上了幼儿园才逐渐养
成一些习惯，但这之中的关键还是要看
家长和老师的处理方式。

当孩子不小心拉裤子的时候，这时
候家长或老师会是什么反应？有些会
说 ：“你怎么不说呢，你看你多脏啊，
拉一裤子。”

这听上去好像也是为了孩子好，但

实际上这样说之后，他幼小的心灵往往
就会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冲击，觉得没
有尊严，其实他内心也是难受的。所以
如果是懂得以爱施教的家长和老师，会
先赶紧给孩子把事情解决了，“没事，
你 别 着 急 ， 我 知 道 你 一 定 是 不 小 心
的”。这种有爱的教育会收到不一样的
效果。

有 些 孩 子 太 小 ， 确 实 还 不 懂 得 说
“ 谢 谢 ”。 有 时 你 帮 他 ， 他 会 忘 了 说
“ 谢 谢 ”。 如 果 家 长 或 老 师 这 样 说 ：
“ 刚 才 某 某 某 帮 你 了 ， 我 们 谢 谢 他 ，
好 吗 ？” 久 而 久 之 ， 孩 子 就 学 会 感 谢
了。

其实，教孩子说“谢谢”这样的行
为习惯，大人自身的习惯也非常重要。

因为你的一言一行，都会给他带来影
响。比如孩子帮助你的时候，你一定要
说声“谢谢”，他也会知道，原来我帮
人一个忙，人家是这种感受，将来他得
到帮助的时候，就会主动去说“谢谢”。

这和说教式的教育完全不一样，因
为说教并不能让孩子知道事情的后果和
意 义 。 这 件 事 就 像 让 孩 子 喝 水 一 样 ，
你一味强调让他喝水，他就觉得喝水
是为了爸爸妈妈喝、为老师喝，所以
我们要和孩子一起分析，喝水是为了
什么？让孩子自己去做“探究”，内化
成孩子自己的事，而不是大人和他们
说要怎么样。

《北京青年报》2017.3.11 文/林艳

家 长 和 孩 子 要 懂 得 互 相 说“ 谢 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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