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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阶段禁止“公参民”
有利于实现教育公平

来论

买飞机当教具，为办学条件大跨越欣喜

何勇海

近日，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教育部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实施条例》

规定，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

校不得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民

办学校，也不得转为民办学

校。其他公办学校不得举办或

者 参 与 举 办 营 利 性 民 办 学

校。地方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

业、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

与举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

校。该条例自今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

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

法实施条例》亮点较多，义务教

育公办校不得举办民办学校，

地方政府不得利用国有企业、

公办教育资源举办或者参与举

办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

只是其中之一。因为义务教育

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

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是国

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

业，故这一亮点颇受关注。这

条规定从立法层面禁止义务教

育阶段“公参民”（即公办学校

举办或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有

助于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化，实

现教育公平。

正如业内人士所说，长期

以来，在全国各省市，几乎所有

公办学校举办或者参与举办的

民办学校都包含义务教育阶

段，几乎所有利用国企、公办教

育资源举办或参与举办的民办

学校都包含义务教育阶段，只

是程度不同。允许义务教育搞

“公参民”，是以民办名义高收

费，把公益性办学变成营利性

活动，扭曲了义务教育本质，加

重了学生和家长的经济负担，

严重影响教育均衡发展，加剧

了择校热，加剧了教育焦虑，在

义务教育学校之间造成了不公

平竞争。

因此，这些年屡有声音呼

吁，严格规范名校办民校，禁止

义务教育阶段“公参民”。义务

教育公办学校的建校资金或是

依靠财政划拨，或是利用国有

资源融资贷款，义务教育公办

校若有足够资金用于“公参

民”，不如直接开办更多公办学

校。而且，举办义务教育是政

府责任，义务教育的投入必须

以政府投入为主，而非来自高

收费，教育关乎群众切身利益，

允许义务教育搞“公参民”，是

在弱化政府实施义务教育的责

任，不符合新时代人们对美好

教育的向往。

基于此，近年来，一些地方

已在整顿义务教育“公参民”学

校，要么退回公办，统一执行当

地同类公办学校招生收费标

准，要么与公办校脱钩，彻底变

民办。这种“非公即民”“公私

分明”的改革在各地执行力度

不一，有的地方已禁止新办“公

参民”学校，有的地方还岿然不

动。此番，《民办教育促进法实

施条例》终于从顶层设计提出

要求，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出台

细化文件，全面规范“公参民”

办学。相信义务教育“公参民”

将会得到全面整改。

该校航空维修工程学院

院长张超表示，此架飞机为

波音 737-33A 型，翼展 28.9

米，机身长度 33.4 米，高度

4.1 米，载客量 148 人。目前

这架飞机是学校最大的实训

设备，是学校民航维修培训

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

面为维修类专业提供相关实

训，另一方面也为航空服务

类专业学生提供实训条件。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近年来

学校买飞机当教具的消息已

不罕见。早在 2009 年，厦门

市工商旅游学校就购买了一

架造价400多万元的波音737

客机。“飞机作教具”之类的

新闻，确实“抓眼球”，但这样

的新闻并非属于“花边”，而

是我国院校近年来在改善办

学条件上向着高质量发展的

有力证明。尤其是高等职业

教育，花多少、值不值，还是要

看实际需求，对学校来说，就

应该紧跟时代步伐，把最前沿

的知识教给学生。正所谓“好

钢要用在刀刃上”，只要具备

了一定的经济条件，为了改

善教学条件，购买飞机等昂

贵教具，就无可厚非。如今，

国家快速发展，学校的办学

条件也越来越好，如此才能

使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出

更具竞争力的学生。

汪昌莲

教育部网站发布消息：教

育部近日发布通知，决定成立

教育部中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

会、教育部中国武术教育指导

委员会、教育部中国戏曲教育

指导委员会。通知要求，各地、

各类学校要积极支持教育部中

国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等三个

教育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委员

所在单位应为委员提供参加委

员会工作的必要保障。

教育部成立书法、武术、戏

曲三个教育指导委员会，不仅

是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

工作的客观要求，更是进一步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拓展校园文化，推进中国

书法、武术、戏曲进校园、进课

堂的必然路径。特别是，成立

书法教育指导委员会，推进书

法进校园，是对以汉字书写为

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守

望和传承，其意义已经远远超

过了“书法进校园”政策本身。

就文字的编辑处理而言，

计算机的强大功能是传统的手

写所无法企及的。然而汉字书写

及书法艺术，不仅是一种文字

形式，而且是一种优秀的传统

文化。让学生手写汉字，提倡书

法艺术，不仅是当代人的责任，

更是世世代代中国人永恒的责

任，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负责，更

是对世界负责，对人类负责。

不可否认，在现实生活中，

手写汉字及书法艺术，这份独

特的民族文化在被逐渐弱化。

习惯了使用电脑的人们，甚至

于“提笔忘字”。现行的教育评

价机制下，不少学校在重视“主

课”的同时，却轻视了艺术教

育。据报道，教育部、国家语委

曾先后多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

言生活状况报告。报告中提

到：“学生的汉语能力、汉字书

写能力在退化，需要引起注

意。”修习书法艺术，可以提升

一个人的综合素质，弘扬一个

民族的文化底蕴。现在这个时

代，怎样看待写字、怎样使孩子

不要忘了写字，这是一个平衡

和兼顾的问题。教育部门应努

力通过教育来传承中华文化，

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换言之，推进书法进校园，

其积极意义不仅是强化学校

美育。事实上，早在 2011 年 2

月，教育部便公布了义务教育

阶段语文科目新课标，对三年

级到九年级的学生提出了学习

毛笔书法的明确要求，并已于

2012 年秋季开始执行。特别

是，《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已于 2013 年颁布实

施。纲要将语言文字事业提升

到国家战略的高度，首次提出

“语言文字事业”的概念，并对

语言文字事业的性质、地位、作

用进行了新的总结与概括。可

以预料，这些举措的有效实施，

必将有利于书法这一国粹发扬

光大。

推进书法进校园，
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守望和传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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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关乎群众切身利益，允许义务教育搞“公参民”，是在弱化政府实施
义务教育的责任，不符合新时代人们对美好教育的向往。

5月14日，陕西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运来一架飞机。
校方称该机系退役的波音737，价值800余万元，加上实训基地
建设等共花费1500万元，飞机将供学生上专业课使用。（5月
16日澎湃新闻）

山东威海 刘天放

“智慧校园”不等于“APP进校园”

近年来，许多学校都在加

快推进“智慧校园”“校园信息

化建设”，让学生享受到数字

化带来的便利。不过，部分学

校对于“智慧校园”缺乏正确

认识，简单理解为“APP 进校

园就是智能化教育”“引入

APP越多，智慧程度越高”，导

致一些低质量教育类APP随

“智慧校园”泛滥成灾，不仅增

加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而且

带来一系列信息安全隐患。

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发布的《智慧校园总体

框架》于2019年正式实施，从

智慧校园总体系统架构、智慧

教学环境、智慧教学资源、智

慧校园管理、智慧校园服务、

信息安全体系等六大方面对智

慧校园建设作了规范及标准

指导。由此可见，“智慧校园”

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并非把教

学和管理搬到网上、把纸质内

容变成电子化就万事大吉。

当然，“智慧校园”也离不

开 APP，但 APP 如何进校园，

却是一门学问。按照“凡进必

审”“谁主管谁负责、谁选用谁

负责”的原则，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和学校要切实落实主体

责任，加强统筹管理。各类教

育 APP 应当统一整合为“互

联互通、业务协同、信息共享”

的综合性 APP，避免重复建

设、多头管理、资源浪费。在

APP选用环节上，必须充分征

求师生和家长的意见，满足知

情权和选择权，不得搞变相强

制。近年来，教育部等部门先

后发布了《关于严禁有害APP

进入中小学校园的通知》《关

于引导规范教育移动互联网

应用有序健康发展的意见》。

各地在抓好贯彻落实的基础

上，也要结合实践中遇到的现

实问题，不断细化规则，完善

管理。针对个别学校选用的

相关APP隐藏诱导收费等问

题，湖南省长沙市教育局近日

出台规定，明确“有关学生成

绩、教师评语、日常考勤、家校

互联等基础内容必须免费”

“具有收费行为的相关业务必

须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由学

生家长自愿选择，并提供相关

业务相应的其他免费服务方

式”。从制度源头堵死了一些

APP借机敛财的漏洞。

查课表、看作业、查成绩、接收学校通知……近年来，随着
各地“智慧校园”的建设，越来越多的教育类APP成为家长手机
中的必备。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各学校使用的APP不同，有的
向家长免费开放各项功能，有的却要求家长交月费、年费才能
使用，还有的APP通过人脸识别等方式记录学生的到校、离校
时间，也让不少家长对其信息安全性产生了担忧。（4月28日
《新华每日电讯》）

河南漯河 张淳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