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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届生平均薪酬

据互联网招聘平台 !"##直聘日前发布
的《$%&'高校应届生竞争力报告》显示，$%&'
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的平均薪酬为 (%')

元，同比上涨 &)*&+。此外，$%&' 年，有
,$*-+的高校毕业生选择留在一线城市工
作，这一数据在五年间持续下降。而与之形
成对照的是，选择到二线城市工作的高校毕
业生比例为 (&*-+，首次超过一半，这可能
与部分“新一线城市”的崛起以及当地人才
政策有关。

小编点评!又到一年就业季!就业"意味

着为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做出选择!这时"#去

还是留$ %成为诸多大学生万分纠结的一个

问题& 一方面"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工作机

会多"上升空间更大"趁着年轻拼搏一番至

少不留遗憾'但同时"高昂的物价(租金(房

价无疑是 #不可承受之重%&小编认为"无论

#逃离%还是#坚守%"都需要勇气"也有各自

的不易& 选择是个人的"是否符合自己的实

际情况才更重要&

老艺术家严顺开逝世

上海滑稽剧团著名喜剧表演艺术家、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滑稽戏代表性传承
人严顺开于 &%月 &.日去世，享年 -% 岁。
&/-%年，严顺开在电影《阿 0 正传》中饰演
的阿 0，荣获瑞士国际喜剧节最佳男演员
奖、第六届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他也是
我国唯一获得“卓别林手杖奖”的演员。
&/-, 年，严顺开在第一届央视春节联欢晚
会上表演《阿 0 的独白》，首次运用了“小
品”这一新兴表演形式，奠定了他在喜剧界
的地位。

小编点评!当我们谈起上海滑稽戏时"

严顺开可以说是#祖师爷%级别的人物& 他

塑造的#阿 !%这一形象对于小编来说"并

不因为年代久远而模糊" 倒是从小就在电

视中反复看到&尽管斯人已去"但严老却通

过他的角色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在悼念

这位值得敬重的老艺术家的同时" 我们还

应思考)从他身上可以传承些什么$该怎样

传承$

新地铁线路

市交通委在近期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宣布，浦江线、/号线三期东延伸、&'号线
即将于年底通车。其中，&'号线的贯通将大
大方便青浦地区居民的出行，沿线还途径朱
家角、东方绿洲、淀山湖等旅游景点。浦江线
则将减轻闵行地区的交通压力。此外，明年 (

号线南延伸段和 &,号线二期、三期也有望
建成通车。

小编点评!近年来"上海轨道交通的建

设发展非常迅速&对于在郊区上学的大学生

来说"无论是节假日回家(出游"还是平时从

学校到实习单位的通勤"这些即将通车的新

地铁线路真的带来了不少方便&为上海轨交

点赞*

世界技能大赛

近日，第 ))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暨
颁奖仪式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平均年龄
不到 $&岁的 ($名中国“年轻工匠”共获得
&(枚金牌、'枚银牌、-枚铜牌和 &$个优胜
奖，中国队位列金牌榜首位，创造了历史最
佳成绩。其中，上海选手潘沈涵和杨山巍分
别获得花艺和车身修理项目金牌，从而实现
上海选手参加世界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届，第 ).届世
界技能大赛将于 $%$&年在上海举办。

小编点评!#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

元%&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

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

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这次奖牌的#大丰收%

说明" 我国在一些职业技能项目上处在较

为领先的地位&近年来"职业教育越来越受

到重视&这不仅体现在政策的扶持上"也体

现在学生的升学选择上&不少学生(家长转

变了#唯学历论%的观念"开始正视职业教

育在当下社会中的优势& 与其为了一张文

凭学习不感兴趣的文化课" 为什么不发挥

孩子的一技之长并将其转化为社会需要的

职业能力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
事事关心。”此话道出的，
不仅是知识分子应该具有
的涵养，更是青年大学生
应该具有的一种担当。本
版集合当下一些热点新
闻，以及大学生们的看法，
与诸位共同探讨。

"新闻速递#

当小学生遇见苏轼
褚昕怡 "华东师范大学#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

! ! ! !近日，一篇名为《当小学生遇
见苏轼》的微信文章在朋友圈骤然
走红。文章中，由清华附小的六年
级小学生们完成的《大数据分析帮
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苏轼的社交
圈》《苏轼的旅游品牌价值分析》
等多篇研究报告可谓资料详实，方
法专业，令网友惊呼：“逆天小学
生”。这一当代教育界的“奇观”巧
妙地引燃了舆论的爆点，有人点
赞，有人质疑。不过在笔者看来，
点赞固然合理，但也要看到可能被
遮蔽的问题；质疑之声并非空穴来
风，但不应夸大。

在质疑的声音中最为响亮的，
无非是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研究报
告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孩子独立完成
的？孩子是否真正在研究过程中获
得了成长？

可以看到，在《大数据分析帮
你进一步认识苏轼》这篇报告中
明确提到了是“我和爸爸”一同利
用“一段程序”进行了研究。以及，
在查找资料时，《东坡先生编年
诗》等两本专业的工具书的确超
出了小学生的知识面。显然，家
长的协助在这个过程中是不可或
缺的。就此，忧心忡忡的教授从中
预见到了孩子童真的失落、学术
精神岌岌可危。
但问题在于，“协助”并不一定

等于“代劳”。在清华附小，其实小课
题研究是常态化的存在，此前已经
进行过多次。而且，从三年级起，学
校就已开展诸如统计方法、问卷调
查等知识的教授。也就是说，孩子们
并非全无经验，毫无基础，也不见得
就是“为了提问而提问”。在孩子的
学习过程中，父母帮助引导本身就

是必要且正当的。只要不是全盘
“代劳”，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孩子积
极投入，我们又何从否定这种学习
的价值呢？

笔者倒认为，与其纠结于“究
竟是谁完成了这份研究”这个莫
衷一是的问题，还有更值得追问
的方面———这则新闻之所以被热
议的更深原因。也许，对于广大家
长来说，从这群小学生身上看到的
是某种差距，这严重激发了整体

性的焦虑情绪。在这一事件中，清
华附小的常态化教学实践意外地
成为了投射差距的镜面。首先，地
域间、学校间甚至家庭间存在的教
育资源差距确实不可否认。《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年———$%$%年）》中明确指
出“要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决心之坚定毋庸置疑，但这不可
能是一蹴而就的，无论在学校方
面还是家庭方面都是如此。其次，

清华附小显然在教育理念和模式
上走在前列。
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究竟

该怎样落实？相比起一味“应试”，至
少不能否认，这种思路和模式的初
衷值得借鉴。
焦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将其一

味扩大并不可取。诚如校方对这一
事件的回应所言：“别忘了，这是清
华附小！”作为处在教育改革前沿的
学校，清华附小的“突出”并非偶然，

并不具有普遍的参照价值，简单粗
暴的对比只不过是徒增烦扰。笔者
认为，可以做到的是：从学校到家
庭，教育理念的改观开始———我们
要培育怎样的孩子？

不要“走了太远而忘记了为何
出发”。如果说有什么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教育原则，可能还是那一
句：因材施教。教育方式可能千变
万化，但最终都是为了让孩子更好
地成长。

! 苏轼成了清华附小的六年级小学生们的研究对象 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