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版
2023年3月8日 星期三

责编 罗利 E—mail:aqwbzk@126.com教育

3月1日，一则“211文科男硕
士吐槽招聘会均薪 5000 元”的话
题登上网络热搜，有网友评论“眼
高手低”，也有人称“文科就业面
确实窄”。

随着文理科之争网络热度的抬
升，也引起了全国两会代表、委员
的注意。3 月 2 日，全国政协委
员、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在接受
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称，就业机会
和薪酬差异的原因不在于文理科，
而是能力与岗位的匹配程度，无论
文理科都需要提升综合素养、培养
终身学习能力。

诚如这位政协委员所说，文理
科的差异其实说得过于笼统，这包
含了太多的学校、专业、学生。所
以，这种宏大的判断肯定是不尽准
确的。不论是支持文理科哪一方

“更优秀”“更划算”“更好就业”，
都不难找出依据。

就好像这位“211文科男硕士
吐槽招聘会均薪5000元”，看似文
科有些吃亏，但在看到 2022 年不
景气的美国科技行业企业全年总共
裁撤了逾 15 万个工作岗位时，不
知道相较之下人们又作何感想？文
理科之争，恐怕争来争去都不得要
领，笼统的议题就容易悬空。

但人们也不用否认，文理也

好、行业也罢，求职、薪酬的状况
差距是存在的。人才市场和其他市
场一样，总会出现波动，这些和文
理科的价值无关。人们也不必在此
刻以鸡汤来应付这种差距，去安慰

“受伤”的毕业生。市场是中性
的，也是“无情”的，它只用数据
说话。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注
的也都是数据——就业率或是薪
酬，这就是人们选择专业时最重要

的考量。
根据某招聘平台的数据，2022

年人文学科毕业生的就业签约率仅
12.4%，而理科、工科的就业签约
率分别为 29.5%和 17.3%。同时据
教育部统计，2021 年全国应届研
究 生 中 ， 人 文 社 科 类 学 生 占
44.11%，略高于理工科的 41.54%；
在应届本科生中，两者比例拉大，
人文社科类占 51.5%、理工科占

39.9%。从这些数据就能看出来，
文科生人多，相对的就业也更加困
难，这就是当前的现状。

但是，这和文理科本身的优劣
无关。人事有代谢，产业有兴替，
眼下就业市场的现状就是如此。人
们没必要针对文理科优劣作意气之
争，去讨论学科本身的意义。

重要的，其实是传递出准确的
市场信号。比如关于文理科就业状
况、薪酬水准等等，相关部门应该做
好充分的、客观的、全面的评估，并
及时向社会公布，引导人们选择自
己的职业路径。再比如高校，应当
对市场状况更加敏感一些，对招生
人数及时进行动态调整，做好与就
业市场的衔接。一些专业扩招、缩
招，乃至增设、停办，都是正常的，这
只不过是对市场反馈的结果。在这
方面，人们应当更理性、务实地面
对现实，承认高等教育最本质的目
的之一——就业。

当然，个人有禀赋，也有自己
的兴趣所在，因而职业选择也不全
是出于物质回报。但至少，社会应
该把信息开诚布公地展示出来，不
必羞涩也不必过度解读，至于选择

“六便士”还是“月亮”，就交给学
生自己去判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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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理科“优劣”：不必做意气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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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岁的贝贝，正在西安南
郊一所公立幼儿园上大班。这学期
本应是她在幼儿园度过的最后一个
学期，但在开学后贝贝却被妈妈送
到了外边的培训机构，妈妈说：

“别的孩子都在上幼小衔接班，咱
们也不能落后。”

对幼儿园大班的孩子来说，上
校外的幼小衔接班到底有没有必
要？超前学习、超标学习对孩子会
有怎样的影响？如何做好幼小衔
接？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
访调查。

现状：
幼儿园大班孩子纷纷“流失”

每年，随着小学入学的临近，
不少幼儿园大班的孩子都会出现不
同程度的“流失”。不少家长甚至
从中班起，就开始将孩子转到外面
的培训机构，开启幼小衔接的“全
科补课”。

6人班、10人班、一对一……
走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的
幼小衔接班均设有不同班额，平均
一节课费用几十到上百元不等，有
周末班，也有周内班。一对一的费

用是最高的，45 分钟一节课，费
用大概在一百五六，一次要上两
节，最少15节课起报。

在雁塔区一培训机构就职的李
老师告诉记者，目前在该机构上课
的孩子有幼儿园大班的，也有中班
的。幼小衔接机构一般开设的课程
有生字 （快速写字、看图写字），
拼音 （拼读音节），数字 （趣味计
算），逻辑思维等等。每节课时长
45 分钟，该机构最小的“课时
包”都是 30 个课时起，费用从两
三千元到上万元不等。

按照往年情形，这学期和今年
暑假都是幼小衔接班报名的高峰
期。李老师说，这是因为家长普遍
觉得在幼儿园里孩子就是玩，而外
边的幼小衔接班能“教东西”。

观点：
“拔苗助长”要不得

上幼小衔接班到底有没有必
要？灞桥区纺织城小学教育集团高
科分校执行校长刘秋玲认为，其实
大多数的幼小衔接班是快餐式教
育、速成式学习，违反认知规律，
孩子所掌握的知识基本属于被动灌

输，而非自然形成，有数量未必有
质量。

刘秋玲认为，孩子的成长是一
个静待花开的过程，有其自然规
律。打破规律，去进行“抢跑式”学
习，这样的“拔苗助长”要不得。

“幼小需要衔接，但幼小衔接
不等同于‘文化知识衔接’，提前
学习掌握小学阶段的知识内容，违
背了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原则和
认知发展的适宜性原则，并不利于
孩子的健康成长。”刘秋玲说，根
据学校多年来的观察比对，是否提
前掌握小学阶段的知识，根本不是
孩子能否顺利适应小学生活的关键
因素，这也是教育部明令禁止幼儿
园教育小学化的原因所在。

此外在实际中，孩子会因为提
前学习或过度掌握产生“已会”的错
觉，失去了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精神
和学习兴趣，课堂上专注倾听的能
力以及其他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都
会受影响，不利于孩子的长远发展。

建议：
培养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幼升小是一个人学习生涯中年

龄最小但面对变化最大的一次学段
跨越，每个“幼升小”的孩子背
后，都有一对焦虑的父母。如何才
能科学做好幼小衔接？

“科学的幼小衔接，需要家
庭、幼儿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
作。”西安市雁塔区第四幼儿园业
务园长隋晓春谈道，一些家长总认
为公办幼儿园给孩子什么都不教，
其实不是，幼儿园侧重于培养孩子
对知识的兴趣，方式更开放多元，
孩子会在潜移默化中有所收获，家
长不必过于焦虑。

“当然也不能任何准备都不
做。”隋晓春建议家长，要学会合
理引导孩子，可以在幼儿园大班下
学期，让孩子接触些小学一年级知
识，要用有趣的方式比如在读绘
本、亲子阅读的过程中，让孩子潜
移默化地去接受，慢慢培养孩子的
兴趣，但不能强硬灌输。

“‘幼小衔接’不只是单纯意
义上的知识过渡，还包括习惯、能
力、意识等多方面的衔接。”从小
学生活的角度，刘秋玲建议家长
们，建立良好亲子关系，在日常陪
伴中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
习惯，培养孩子独立的生活能力、
友好的交往能力、自信的沟通表达
能力，形成初步的规则意识、时间
意识以及对小学学习生活的正向期
盼，这些对幼小顺利衔接都至关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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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小衔接”需要报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