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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薇

在 一 个 文 明 时 代 ， 特 别 是 在 教
育、文化飞速发展的社会，阅读本来
是伴随着孩子成长、陪伴着成人生活
的事，就像我们的家常便饭一样，成
为一种惯常的生活方式。青少年是一
个社会的未来，青少年的阅读状况在
一定程度上预示着一个民族未来的文
明程度和思想厚度。

然而，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最新
公布的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
示，0—17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
77.0%，比 2011 年有所下降，未成年人
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也较 2011 年有所降
低。许多年轻的“上班族”表示，平时
工作忙，没时间看书；而很多受访的青
少年坦言，辅导班太多，课业负担重，
没时间是阅读量下降的主因。

笔者认为，孩子不读书、不读经典
的板子不能简单地打在孩子身上，创
作者和出版商如何推出更好的图书、
全社会如何营造更好的读书氛围、家
长如何更好地引导孩子的阅读习惯、
学 校 如 何 指 导 孩 子 更 有 效 的 阅 读 方
法，才是推动一个社会阅读习惯回归
的根本。笔者建议：

首先，要给青少年提供丰富的有价
值的精神食粮。让青少年好好读书，还
需要更多的支持，如公共阅读可见的管
理，好书新书的推荐，公共读书活动的
开展。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和出版部
门，本着为民族为国家负责的态度，
多 出 快 出 广 大 青 少 年 喜 闻 乐 见 的 作
品。可是走进书店，我们发现教辅读
物汗牛充栋，各类成功学、营销学、
厚黑学、养生学书籍倍受欢迎，而经
典读物和青少年喜爱的书籍少之又少。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这也难怪孩子
们不喜欢读书。

其次，要浓化全社会的读书氛围。
读书，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爱好，更是一
种公共诉求，是全社会共同的需要。政
府可以通过多建图书馆、多举办读书比
赛，多开展社区读书活动，开展书香校
园、书香家庭、书香社会评选等，让读
书氛围浓厚起来，从而使青少年耳濡目
染，氤氲在浓浓的书香中。通过有厚
度、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化阅读，培养
出有教养的人。可是如果时代浮躁、国
人急功近利、“读书无用论”大行其
道、成人成天陷入“忙”“盲”“茫”状
态中，即使强调青少年读书，又会产生
怎样的效果呢？

第三，要营造亲子共读的家庭环
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应该通
过自身的楷模，给孩子作出积极读书榜
样，比如可以与孩子一起读书，将书当
做奖品奖给孩子，多带孩子到图书馆体
验书山的伟大。淡化对孩子的功利化要
求，给孩子减少成绩压力，让孩子有从
容的读书心情、舒心的读书环境，以及
不知倦怠的读书动力，将读书当作一种
赏心悦目、美妙优哉、充满恬淡、无比
乐呵的情趣，一种无意而为之的精神追
求。可是如果家长唯分数马首是瞻，逼
着孩子挑灯夜战不停地跋涉在书山题
海，周末奔波于这兴趣班那奥数班，孩
子如“苦行僧”，哪有时间去读他们喜
欢的经典图书？

第四，要减负增效使青少年有读书
的时间和掌握科学的读书的方法。只有
爱读书的教师才能教出爱读书的学生。
应试教育下，中小学生们的书包越来越
重，打开书包看看，里面除了教科书就
是教辅书，即便是课外读物，也多是日
本动漫之类的流行读物，那些中外经典
名著却很少进入孩子们的“法眼”。可
是如果在学校里，阅读要跟没完没了
的习题做斗争，走出校门还要跟各种
遥控器做斗争。语文教学完全陷入考
什么教什么的困窘，教师没有读书方
法的指导，淡化作文教学的力度，青少
年无暇读书，也无从读书，他们如何会
读书呢？

教育就要让青少年好好读书，这是
对学校教育“培养什么人”的回答。

（作者为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双语
实验小学教师）

青少年阅读缺失板子该打在谁身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实习生 孙少卿 唐仁章

最 近 ，“ 付 费 刷 课 ” 成 为 了 网 络 热

词，参与付费刷课的人数之多、平台之隐

秘、情节之恶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

校的教学秩序。在这些行为的背后，不仅

反映出一些大学生缺乏学术诚信意识、缺

乏自律等问题，也暴露出高校在教学管理

上存在的一些漏洞。

从更深层次来看，为何这些网课让一

些大学生们“宁刷不上”？不少专家和高校

教师分析在线课程一直存在的问题：时间

冗长、内容乏味、考核死板⋯⋯在这个“内

容为王”的时代，经不起学生考验、生搬硬

套的网络课程自然沦为了“被刷”的对象。

通识选修课成刷课“重灾区”

在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晚上，刘晶拿出

了两个手机，一个支在宿舍桌子的手机架

上，一个拿在手里。她将放在桌子上的手机

打开一节网课的页面，手机开始无声地自

动播放。然后，她开始拿着另一个手机刷着

朋友圈，每隔几分钟，她都会点一下桌子上

的手机，防止熄屏。

刘晶是西北某高校的大三学生。她表

示，自己“刷”的一般都是公共选修课，比如

“伦理与礼仪”“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探

索心理学的奥秘”等。她表示，“这些选修课

与专业课关系不大，我也不感兴趣，但是学

校要求必须要修满这些学分，我和我的同

学很多都是这样‘刷课’。”

为何一些大学生选择“刷课”？一份发

表于 2018 年的名为《大学生 MOOC 学习

自主能动性调查研究》的研究显示，被调查

学生中的刷课现象程度，仅有 16.96%的同

学表示“不严重”，50.89%的同学为“一般”，

16.96%的同学“比较严重”。在大学生刷课

现 象 的 原 因 中 ，22.77%的 同 学 表 示“ 时 间

紧 ”，38.83% 的 同 学 认 为“ 缺 乏 兴 趣 ”，

35.71%的同学表示是“任务需求”。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多位

“刷课”的大学生。和刘晶一样，边“上课”边

干自己的事，这几乎是这些大学生们刷网

课的日常。而不少自己上网课的同学，也在

刷课的群体风气下走入歧途。

“我是用网页脚本刷课的，这个脚本是

同学的同学传过来的，之前我是调静音、自

动播放自己刷课，后来开始用脚本刷课，脚

本刷的更快，只需先打开脚本，然后打开听

课软件，登陆自己账号即可，一节课一分钟

不到进度条就结束了。”南方某高校的大三

学生马冬这样说。

马冬表示，自己也知道这样对自己不

负责任，同时也是欺骗老师，对认真学习的

同学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大家都刷，然后

他 们 就 会 有 更 多 的 时 间 学 自 己 的 专 业 课

程，所以我也开始这样做了。”

而在这些“刷课日常”中，通识选修课

成为了刷课“重灾区”。

“很多通识选修课都要求在网络课程

平台上学习，但这些选修课我基本是不看

的，只是打开个电脑界面让其自动播放，自

己依然干其他的事情。”来自四川某高校的

大四学生周亮表示，这些通识选修课包括

“昆曲”“艺术体操”“中医气功”等，和自己

的 专 业 不 相 关 ，很 多 同 学 都 是 这 样“ 刷 课

时”，内容几乎不听。

“网上选修课的学习效果不好，一些

在线教育平台上的课程内容很枯燥，许多

老师都是在念课本，学起来很乏味，谁播

放都是一样。如果课程对自己用处不大，

只是为了学分，甚至找别人代刷我觉得也

可以。”周亮说。

来 自 南 京 某 大 学 的 大 三 学 生 张 宇 表

示，自己所在的学校，专业必修与选修课采

用线下授课、线下考试的方法，只能踏踏实

实上课、认认真真复习。“但是，公共选修课

采取线上观摩、线下考试的方法。所谓的考

试也只是提交一篇有关课程所述内容的论

文，并不要求死记硬背概念性知识。”

“作为一名理工类学生，我本来就对

这种人文课程不是很感兴趣。如果我们上

的 是 那 种 时 髦 又 实 用 的 课 程 ， 我 很 愿 意

去 。 但 是 现 在 的 通 识 课 ， 内 容 很 枯 燥 死

板，老师也不是专职教师，随便找个人拿

着本书就开讲，我宁愿刷课。”张宇说。

刷课成日常，暴露教学管理漏洞

出现如此普遍的刷课现象，也暴露出

一些高校和教师在教学管理中的漏洞。

据了解，如今不少高校已经在反刷课

的技术手 段 上 下 了 不 少 功 夫 。 例 如 ， 一

些 课 程 在 课 程 中 间 增 加 几 个 答 题 环 节 ，

防止学生“一刷到底”。此外，也有高校

会 和 有 关 网 络 平 台 合 作 ， 例 如 临 沂 大 学

教 务 处 与 网 络 在 线 课 程 公 司 不 定 期 检 测

刷 课 现 象 ， 一 经 发 现 ， 该 门 网 络 课 程 学

习 成 绩 记 为 0 分 ， 取 消 今 后 选 读 网 络 在

线课程资格。

然而，这些管理手段仍然堵不住刷课

的漏洞。

刘晶表示，虽然任课老师反复向同学

们强调，如果所选课程在短时间内刷完就

没有学分，要认真对待。但不少同学依然

会通过“付费代刷”等方式完成课程，即

使是自己刷课，也不会好好听视频里到底

在讲什么。

“这些课程学完会有统一考试，但是

同学们通常是通过搜索软件搜索题目得到

答案，或者直接把题目复制到刷课平台的

公 众 号 来 获 取 答 案 ， 后 者 更 快 、 更 精

准。”刘晶表示，只要按照这些要求完成

了“任务”，没有人会对学习后的效果进

行检验，只要网络上有记录，一般学校和

老师就默认学生们完成了这门课程的所有

内容。

而对于不少高校教师而言，布置网课

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来 自 广 西 某 高 校 的 青 年 教 师 张 瑞 表

示，自己也曾给同学们布置过网课。“都

是 一 些 通 识 选 修 课 ， 比 如 说 职 业 发 展 与

规划。”

虽然不愿看到学生们通过刷课的形式

把这个课程学完，但张瑞自己也承认，这

些网课其实用处不大。“我也大概看了一

下这些课程的内容，讲的确实很肤浅。”

“像职业发展与规划这个课，其实很

难讲。敢问我们这些老师，有多少人能把

职业发展和规划就做得很好？现在的学生

消息来源的渠道非常多，他们对自己未来

职业规划的认知可能来自父母、师长，不

一定不是网课。”张瑞说。

后来，张瑞也曾问过毕业后的学生，

这些网课真的有帮助吗？学生们反映，他

们对这门课程的名字有点印象，但网课讲

授的内容对他们用处不大。

“学校要求必须有这样一门课程。我

也知道学生们不会认真去看，就是一个形

式而已。老师们心里也清楚，就是为了完

成一个教学任务。”张瑞说。

海南省某高校的程宇是一个教应用统

计专业的青年老师，他自己也曾录制一些

网课，也会给同学们推荐一些网课。“我

通常会自己先看一部分，就如果觉得讲得

好，再推荐给学生。”

程 宇 坦 言 ， 从 教 师 的 角 度 出 发 ， 认

认 真 真 录 制 一 门 网 络 课 会 花 费 非 常 多 的

精 力 。 老 师 既 有 教 学 任 务 ， 也 有 科 研 压

力 ， 很 多 时 候 没 有 时 间 录 制 课 程 。“ 我

见 过 一 些 老 师 录 制 网 络 公 开 课 ， 纯 粹 是

为 了 完 成 任 务 ， 一 门 课 的 主 要 内 容 泛 泛

而过。”

此 外 ， 程 宇 认 为 ， 网 络 课 程 或 者 网

络 学 校 还 缺 乏 一 系 列 的 配 套 政 策 和 管 理

措 施 。 特 别 是 对 于 一 些 与 学 历 学 位 相 关

的 网 课 ， 学 完 这 些 课 程 之 后 ， 如 何 对 学

习 效 果 和 知 识 的 掌 握 程 度 进 行 把 关 就 显

得十分重要。

尽管自己就是“刷课族”的一员，但

不少大学生都表示，希望学校可以严格规

范网课流程，从管理上杜绝刷课的行为。

“现在，学生和老师对选修课的重视

不足，学生选课更多的是出于拿学分的目

的而非获取知识，加之学校对付费刷课行

为的惩罚力度不够。要减少这种现象，还

是应该提高选修课的地位，加大对付费刷

课的惩罚力度，增加更多的考核方式，不

能单单依赖网络课堂。”周亮说。

为 何 没 人 看 ？网 课 也 应
“内容为王”

如今，不少高校教师和教育界人士认

为，网课“宁刷不上”，本质的问题是如

今一些网络课程的质量不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发现，刷课

的大学生们并不是不爱学习，一些大学生

表示，自己也会在网络上找一些前沿的学

术演讲，像追剧一样追知名教师在 B 站上

的课程更新等等。

张 宇 表 示 ， 不 少 网 络 课 程 内 容 陈

旧 ， 即 使 是 自 己 喜 欢 的 话 题 ， 网 课 上 的

讲述方式也十分枯燥。“例如音乐鉴赏课

程 ， 我 上 的 网 课 在 用 陈 旧 的 方 式 讲 创 作

时 间 和 背 景 ， 却 没 有 鉴 赏 这 段 音 乐 ， 我

宁 愿 是 自 己 听 后 写 一 篇 听 后 感 。 平 常 ，

我 自 己 也 会 追 一 些 B 站 视 频 来 拓 展 自 己

的 知 识 面 ， 那 上 面 的 ‘ 网 课 ’ 就 显 得 更

有趣，干货更多。”

“一小块黄金即使掉在垃圾堆里，也

有人会把它捡出来洗干净。而一块砖，就

算 放 在 最 精 美 的 书 桌 上 ， 也 没 人 会 瞧 几

眼。这些低质量毫无用处的网课，其实增

加了学生的负担，更消耗了学生的时间成

本。”张瑞说。

而程宇认为，从课程角度出发，网课

的本质其实是传播知识，解决教育的公平

性问题。对于一些师资力量不足的学校，

可以通过网络课堂让学生享受名校的优质

教学资源。但这样做的前提是，网课不设

置学分，学生主动上网课获取知识。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网课的“内

容为王”呢？

程宇建议，网课要有老师全程参与，

不只是把课程录制好，把题目出好，还要

全程跟随课程的进度。其次，要严格把关

网络课程的质量，请有关专家和各个专业

学生代表也参与课程评价，将一些质量不

高的网课过滤出去，留下质量高、对学生

真正有帮助的课程。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何

芳 在 接 受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要建立健全网课的筛选、考核机制。

“从起点来看，如果一个网课的内容

是独家且优质的，那它具有不可替代性，

就 值 得 要 求 同 学 们 看 ， 但 如 果 是 可 替 代

的，而且是大学生们经常接触到的知识，

学生们就不一定喜欢通过学校规定的渠道

看。如今这些重复的网络课程太多了，是

不是可以适度减一减？”陈何芳说。

此外，陈何芳表示，如今学校对于网

课的筛选、考核机制不够健全，这也导致

网课的质量不高，学生不愿意听。“大学

课程原本是有淘汰机制的，也有一种双向

选择的权利，学生们可以用脚投票，选课

人数少的课一般就不开设了。但是如今的

网络课程却不一样，只要学校要求，学生

就 必 须 要 听 完 ， 这 就 让 ‘ 劣 质 ’ 网 课 横

行，网课整体质量受影响。”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学生与部分
教师为化名）

三问“付费刷课”乱象之二

“宁刷不上”:大学的网课怎么了

□ 樊未晨

近日，北京市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减
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
负担的措施》，北京版的“双减”政策正
式落地。

一个月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
见》，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双减”政策。
该意见确定北京市、上海市、沈阳市、广
州市、成都市、郑州市、长治市、威海
市、南通市等9个城市为全国试点。

笔者梳理发现，除了北京以外，8 月
初，沈阳市教育、市场监管、公安、民
政、人社、应急等多部门联合组织集中
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围绕四类
重点问题对辖区内所有校外培训机构进
行了全覆盖式排查；广州市教育局也于
不久前发布了关于做好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校外培训负担工作的通知，对现
有未取得办学许可证的非学科类和外语

（英语、日语、韩语） 类校外培训机构进
行了全面摸查；成都市则开启了校外培
训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查看“培训
内容是否超前超纲”“聘用教员是否合
规”等七项内容⋯⋯

“双减”已经进入了“实操”阶段。
所谓“双减”，第一是减轻中小学生

的作业负担，第二是减轻中小学生的校外
培训负担。不过，这只是政策的表面，政
策的实质是根治义务教育阶段的“顽
疾”，比如，“唯分数”的教育短视行为和
价值取向、被资本裹挟的校外培训对学校
教育的疯狂挤压、成倍增长的社会焦虑、
因过度培训而产生的教育不公平，以及由
这些所造成的不正常的义务教育生态。

国 家 根 治 教 育 顽 疾 的 决 心 不 可 谓
不大。

不过，笔者想说，在根治这些“顽
疾”的同时，也要正视这些“顽疾”背后
存在的“惯性”。

惯性之一就是家长盼望孩子成才的强
烈愿望。

有人说中国的家长很矛盾，他们一面
吐槽各种课外辅导给孩子带来的负担，一
面又在心理上离不开补习。

“减负”并不是新鲜事。
“减负十条”“减负三十条”⋯⋯近年

来，教育部门发布了多个中小学生“减
负”文件，但是，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却
没有明显的改善。

这与家长对校外培训的“欲罢不能”
不无关系。而这背后其实是国人自古就拥
有的那份盼望子女成才的强烈愿望。当学

校的正常课程让孩子“吃不饱”时，家长
们希望有人能给孩子“加餐”；当学校课
程让孩子“跟不上”时，家长们也希望有
人能帮孩子一把。

校外培训刚好能满足了家长这种个性
化的需求。

但是在资本的作用下，一些校外培训
机构把利益摆在了更优先的位置上，家长
的焦虑成了这些机构牟利的工具，家长的
焦虑在被满足的同时再被不断扩大和反复
贩卖。很多被裹挟的家长并不自知，与机构
一起裹挟更多的家长卷入，制造着更大的
焦虑。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们正常的需求
扭曲变成了执拗，“鸡娃”的招数也近乎
疯狂。

“双减”政策就是要斩断校外培训机
构利用家长、“绑架”孩子而形成的利益
链条，把孩子和家长“解救”出来。

不过，最近，一些地方就出现了这样
的现象：机构的培训班开不了门家长便

“众筹私教”、“大班”上不了就开始上
“一对一”、教室里不能上课就转战居民
楼，一些机构也开始钻空子，甚至在老年
大学里上起了K12的课程⋯⋯

这样的家长并不特殊，他们就是生活
在你我身边的同事或朋友，正因为人数众
多，家长的这种“惯性”才不能忽视。

但是，正视并不是一味的满足，而是
帮助家长重新审视需求，“剥丝抽茧”，去
掉那些被扭曲、被夸大的成分，找到最合
理的需求，并提供科学理性的渠道。

同时还要正视的是，家长的焦虑并不
单纯是教育的问题，是当前社会焦虑的一
种集中反映。因此，我们还要做好充分的
心理准备，要想真正缓解家长的焦虑是一
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很难一剂药就马上见
效，必须多管齐下共同发力。

惯性之 二 是 校 外 培 训 机 构 的 生 存
问题。

“双减”政策持续落地，不少原来主
营中小学生学科培训的机构开始转型。

笔者梳理了一下，有的机构转向了
素质培训，比如某以英语培训起家的机
构增加了艺术、体育、科技等培训项
目；有的转向了成人教育，比如某著名
英语口语线上培训机构，已经开发了专
门针对成人英语口语的课程，该课程已
经处在最后的测试阶段；还有的转向了
托管服务，比如某以奥数起家的著名培
训机构，已经上线了其托管服务品牌，
主要面对小学生，主营放学接送、课内
作业辅导等课程。

在资本的“加持”下，培训机构已经
形成了“快速寻找商机+压力式营销”的奔
跑模式，笔者已经看到在匆忙转型过程中

有些机构正在延续这种惯性。比如，有
的培训机构刚开始转型做中小学素质
教 育 ，便 迅 速 成 立 了 素 质 教 育 成 长 中
心，并且下设艺术创作学院、人文发展
学院、语商素养学院等等。还有的机构
看到近几年国家相关政策与法律对社
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举办职业培训持
积极鼓励与支持的态度，便立刻准备进
军职业教育。

应该说，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职业
教育，每一门课都有其专门课程标准和
培养目标，更何况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
本身又都是自成一体的复杂体系，绝不
是几门课程加几个学生，再加上考试就
能成功转型的。“双减”政策的初衷就是
让培训回归教育本质，不能再把教育做
成生意，对过去的模式进行简单的复制
粘贴绝对要不得，事实已经证明过去的模
式只能带来短暂的财富，并不能使行业持
久有序的发展。

另外，教育主管部门也要正视培训机
构的生存发展需求，帮助行业厘清方向，
同时也要重视培训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会遇
到的各种困境，并给予实质的帮助。

毕竟，教育系统内的各方都能有良好
的发展，才能给孩子们提供身心健康发展
的环境，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形成良性的
教育生态。

“双减”进入实操阶段 如何根治“顽疾”

来 信

聚 焦

风 评

①8 月 14 日，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县直第三小学老师在指导留守儿童练习梅花拳基本功。

②8 月 16 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儿童游乐园，假期里的小朋友在老师的指导下学习恐龙考古知识，零距离体

验考古的魅力。

③8 月 19 日，山东省青岛西海岸新区第二实验小学的小球员在进行足球训练。 视觉中国供图

暑假，孩子们去哪儿了

③③

②②①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