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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授自夸“比较可爱”没什么不好

高校就业服务花拳绣腿 学生自然不买账
眼下正值就业季，“就

业服务不打烊，线上线下不

停歇”成为不少高校的工作

常态。但是，据《半月谈》报

道，“就业讲座实在不想参

加，但被老师拉去凑人头”

“招聘会热热闹闹，找到工

作的没几个”“就业活动搞

了一箩筐，感觉学生并不买

账”，一些高校的就业活动

花了钱财、费了工夫，并没

有真正发挥实效。

讲究排场、追求大场

面，只顾“面子”不管“里

子”……花拳绣腿的就业服

务看上去热闹，实际上含金

量并不高。有的高校为了

追求形式上的高就业率，不

惜无中生有、移花接木，只

重数量不重质量、只重形式

不重实效、只重结果不重过

程，毕业生自然不买账。

毕业生第一次就业，不

仅是对区域和城市的选择，

也是对职业乃至生活方式

的选择。毕业生来自不同

的地方，原生家庭也有不同

情况。在利益主体多元化、

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就

业服务显然众口难调。只

有真正了解高校毕业生的

所思所想，读懂他们的爱与

痛，就业服务才能做到他们

的心坎上。

做好就业服务，离不开

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是

基本功。一方面，高校要充

分发挥社会联结纽带的作

用，当好“结构洞”，帮助用

人单位和毕业生更加顺畅、

更加高效地实现有机衔接

和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高

校要将普遍性的“漫灌”与

特殊性的“滴灌”有机结

合，根据每个毕业生的实

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真正做到“一人一策”“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用精准

化、人性化举措实现求职者

与用人单位各取所需。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劳动关系灵

活化、工作内容多样化、工

作方式弹性化的新就业形

态越来越多。做好就业服

务，也要打破因循守旧、封

闭保守的经验主义窠臼。

高校教育工作者只有保持

积极学习、奋力创新的姿

态，重塑思想观念、更新工

作方法，就业服务才能有针

对性和实效性。比如，一些

高校采取“直播带人”的方

式，根据学生特点有侧重地

向用人单位推荐，得到了毕

业生与用人单位的认可。

做好就业服务，既需要

智慧技巧也离不开用心用

情。对于那些就业观念存

在偏差、对自身认知不够清

醒、缺乏清晰职业规划的毕

业生，高校也应该通过“有

温度的教育”来春风化雨，

照亮和温暖他们的就业道

路。对于那些因为各种因

素面临就业困难的毕业生，

高校也要通过“访企拓岗”、

发动校友力量等多种方式

来增加就业机会、拓展就业

路径。

就业服务并非孤立存

在的，而是一个系统工程。

高校在做好就业服务的同

时，也要打破人才培养与市

场需求之间的断裂与脱节

现象。面对市场需求的变

化，一些高校学科专业调整

相对滞后，导致毕业生就业

存在困难。只有不断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提升人才自

主培养质量，就业问题才会

从根本上得到纾解。

就业不仅承载着千家

万户对美好生活的厚重期

待，也关系社会流动的图

景。只有将制度善意落实

落细，只有做到精准化和人

性化，就业服务才会赢得高

校毕业生发自心底的认同

与赞赏。 来源：中国青年报

解决托育难，“带娃上班”之外还能做些啥
日前，陕西网白鹿发布

一个视频：浙江杭州葛女士

晒出自己带娃上班的消息，

并表示公司老板非常好，很

喜欢小朋友。同事们遇到

特殊情况，也会偶尔把娃带

到公司来，非常人性化。

对此不少网友羡慕，感

叹“别人家的公司”这种人

性化措施，解决了员工的带

娃难题。不过，除了少数有

条件的公司，大部分公司都

不会允许员工带娃上班。

在当前普遍托育难的

背景下，一些企业能从员工

角度出发，允许员工带娃上

班，甚至专门开设托育所，

这都是值得肯定的。但这

并非企业职责所在，要整体

解决托育难，还需政府承担

起主体责任，为0~3岁婴幼

儿提供普惠托育服务。

事实上，随着出生人口的

减少，我国各地幼儿园都出现

了生源短缺的问题，这正是解

决托育难的好时机。可以把幼

儿园多出的学位作为托位，为

1~3岁的幼儿提供托育服务。

但这一解决托育难的

清晰思路，在一些地方难以

推进。原因在于，幼儿园和

托育分别由教育、卫健部门

负责，有些地方也存在各自

为政的情况。

当前行之有效的办法，

就是针对存在的幼儿园学

位“多出来”，与托位数“严

重不足”的问题，及早建立

起协调机制，以托幼一体化

思路系统应对。

这方面，北京、上海的做法

可以借鉴。比如2022年发布

的《北京市“十四五”学前教育

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鼓励

有条件的幼儿园利用空余学位

开设托班招收2~3岁幼儿。上

海则对推进托幼一体化进行了

立法。目前，上海近1000家幼

儿园开设了托班，占比60%。

此外，对幼儿园招收的

2~3岁幼儿，也要给予一样

的生均经费拨款，保障幼儿

园的办学经费。这无疑才

是解决托育难的正确打开

方式。 来源：新京报

最近，西北工业大学28

岁的邵典副教授，因一则

“招生指南”而破圈走红。

在这份自称“不正经”

的“招生指南”中，邵典轻松

明快地介绍了自己的专业

方向和优势与劣势。在优

势部分，她提到了自己的长

相，“比较可爱，圆脸，显小，

大致可以参考院系里给我

拍的形象照”。

事后看，可能正是指南

中这句夸自己“长相比较可

爱”的话引发了热议，同时

也招致一些恶意评论。邵

典称，目前已经有人从线上

抹黑到线下进行恶意举报，

影响到了她的工作，甚至牵

连了她的家人和学生。

对此，邵典不得不在社

交媒体上发声回应，说自己

已婚，夫妻恩爱，本人除了

招生之外无意做任何炒作

营销，希望网民不要恶意中

伤等。

相对于此前的“招生指

南”，邵典老师这个回应写

得有些“一本正经”。但是，

说实话，我还是希望邵典老

师今后无论线上线下都能

继续保持此前那种“不正

经”。

因为，在这种所谓的

“不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

年轻一代学者不愿意循规

蹈矩，愿意在工作生活中张

扬个性的可贵精神。而这

种精神，对一个学者来说，

特别重要。

学术当然需要严谨，但

是，这种严谨，绝不意味着

刻板，绝不意味着学者的表

达，任何时候都要显得枯燥

乏味、拒人于千里之外。

一个优秀的学者兴趣

广泛、热爱生活，喜欢用轻

松时尚的语言；一个学术单

位倡导轻松活泼的学术氛

围，鼓励包容学者鲜明个

性，这都是有利科研创新的

前提。

邵典这样一类青年走

入学术圈，其追求个性的风

格，当然与前辈们有着鲜明

的区别，也应该受到公众舆

论的包容，这才是学术圈该

有的样子。希望邵典老师

永远“可爱”，永远不用担心

自己这份难得的“不正经”。

来源：新京报

作为网络时代的原住

民，今天的青少年与短视频

有着亲密接触。《2021年全

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

况研究报告》指出，未成年

网民中，经常在互联网看短

视频的比例为47.6%。防止

青少年沉迷短视频，成为网

络时代亲子关系的重要课

题。

家庭是防止未成年人

网络沉迷的第一道防线，家

长必须扮演好第一责任人

的角色。有的家长采取简

单粗暴的方式，禁止孩子接

触短视频。这种做法其实

是一种鸵鸟心态，容易造成

亲子关系紧张，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家长要站在

孩子的角度去看问题，帮助

孩子有限度地接触短视频，

而不是一味禁止。毕竟，对

不少孩子来说，观看短视频

既是一种休闲方式，也是一

种社交方式。

短视频只是一个媒介

载体，能发挥什么样的作

用，关键在内容。有研究显

示，青少年在观看短视频时

容易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

响：低俗泛娱乐化内容侵蚀

主流价值观，盲目从众的模

仿造成现实伤害，个性化推

荐引发青少年信息茧房效

应。可见，如果家长对孩子

观看短视频的情况不管不

问的话，孩子很容易沉迷内

容低俗的短视频，陷于信息

茧房，进而身心受到伤害。

但我们也要看到，短视

频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例如，短视频降低了获取知

识的门槛，可以帮助青少年

学习知识、了解文化、增长

见识、提高技能，并扩大自

己的社交范围。现在网上

也有不少优质的知识类短

视频，比如传播传统文化、

文学常识、历史地理、科普

知识等方面的内容。此外，

还有一些科普类短视频也

有助于激发青少年的科学

兴趣。因此，正视孩子的心

理需求，让孩子能科学地观

看短视频，并发挥短视频的

积极价值促进孩子成长，考

量着家长的教育智慧。

在短视频的使用上，家

长不妨多征求孩子的意

见。例如，允许孩子在家里

公开观看短视频，但要控制

时间。家长自己要发挥模

范带头作用，不在孩子面前

随意长时间观看短视频。

一些内容健康积极的短视

频，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

看，塑造家庭使用网络的健

康氛围，促进亲子关系的和

谐。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破

解青少年沉迷短视频“功夫

在诗外”。有研究显示，亲

子关系和谐、有丰富兴趣爱

好、现实中有成功体验的孩

子，很少有沉迷网络行为。

因此，家长为孩子提供高质

量的陪伴，建立和谐的亲子

关系，是防止青少年沉迷短

视频的关键所在。学校在

预防学生沉迷短视频上也

要积极作为。通过加强对

学生的网络素养教育，让学

生理性认识短视频的利和

弊，不沦为短视频的奴隶。

短视频并非洪水猛兽，

家长不妨坦然面对。但家

长需要积极有为，努力让短

视频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

“助推器”，而非“绊脚石”。

来源：中国教育报

让短视频成为孩子的“助推器”而非“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