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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居住的小区隔壁就是个幼
儿园。那里传出“爸爸妈妈，爱我你
就陪陪我，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
就夸夸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的歌声，
孩子们追逐嬉戏、笑语欢歌的场景，
不但吸引了许多路人和孩子驻足观
望，而且让我们回想起自己的童年，
想到儿童教育问题。

如今的儿童培养教育，并不像孩
子们追逐嬉戏那么轻松，那么惬意。
其背后的师资素质、教学水平、收费
标准、“城乡”差异、家庭收入、家长观
念等，抑或时常发生的幼教老师用错
误方式管教孩子等现象，对儿童教育
质量一直影响不小。加之有的幼儿
园（校）开办的特长生、兴趣班、学前
班及“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
些观念，已然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绕不
过去的一个话题。

儿童培养教育的落脚点，说来说
去应该贴近儿童年龄性格，符合儿童

生理心理需要，让孩子们在愉悦氛围
中，知道什么是苹果、香蕉、熊猫、大
象，为什么“1+2=3”那些知识；懂得
爱父母、敬老师、讲卫生、不和小朋友
打架这类“浅显”道理。而不该让孩
子们熟读《三字经》，死记唐诗 300
首，拿下英语几百句；非得给父母捶
背、端洗脚水，在琴棋书画、唱念做打
的“功夫”方面，都有“星光大道”上的
孩子那般水平。我们的幼儿园（校）
和广大家长，一定也是这种观点。

儿童教育，关系国家和社会发
展，关系百姓家庭和孩子自己的未
来。不仅要有所创新，讲求特色，更
要接地气。父母、老师和社会单位都
要为此肩负起责任。家长、老师的言
行举止与自身素质，对孩子成长始终
起着决定性作用。处在懵懂年龄的
孩子，既需要趣味浓厚的唐诗宋词、
琴棋书画、英语单词启蒙教育，还需
要亲情关爱、心理辅导、趣味游戏的

陪伴。即便三四年级的小学生或初
中生，也是如此。比如，有关部门发
布的报告说，超 4 成家长基本不陪孩
子阅读，半数以上家长不了解儿童读
物。试问，这些家长在孩子面前如何
起到示范作用呢？另外，前几年中国
青少中心一次调查显示，中日美韩 4
国高中生中，中国学生的父母表扬孩
子的比例，比美韩父母低 30%左右。
是中国的孩子没有值得父母夸奖的
地方吗？肯定不是。而是我们一些
做父母的望子（女）成龙（凤）“期望
值”过高，观念太“传统”，“条件”太

“苛刻”。
儿童培养教育，是一个漫长而艰

难的过程，这里有理顺体制机制，提
升师资水平问题；有管控教学资源，
拆除城乡“壁垒”问题；也有家长观念
改变，注重亲情感情培养问题。只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儿童教育就会朝着
有序和谐、童真快乐方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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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业的首选，应当是一线城市
或非一线城市？如果10年之前，甚至5
年之前提出这个问题，相信绝大多数青
年人会选择一线城市。因为在中国城市
化的初期，国家鼓励一线城市的集聚化
发展，一线城市的确机会很多，在这样的
环境之下，好男儿志在四方变成了好男
儿志在北上广，似乎不来北上广就不叫
成功。

然而世易时移，今天的中国正处于
城市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均衡发展、中小
城镇化战略是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趋
势，更多资源、更多机会正在向二三线城
市和中小城镇转移，形势的变化迫使青
年人不得不重新进行这样的思考：如果
不把一线城市作为自己就业的首选，我
们将失去什么样的机会，又将获得什么
样的未来？

笔者认为，青年就业不该盲目首选
一线城市，而是应当看清自己的所爱和
所长，理性选择适合自己安居乐业的城

市，有三点理由。
首先，从青年发展的角度来说。青

年群体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不同的
青年适合不同的城市，一刀切首选一线
城市并不理性。诚然，一线城市资源多，
但竞争的人也多，人均资源并不多。在
均衡发展和中小城镇化战略的大背景
下，二三线城市的资源和机会正在增
加。很多年轻人恰恰走出一线城市，才
能获得更好的资源、更多的扶持与更大
的机会。重庆为吸引人才出台了21项优
惠政策，济南每年投入1亿元吸引优秀人
才前来创业。与其在一线城市做一个等
待机会的底层文员，不如走出围城，去二
三线城市做一个因地制宜创新的老板。
在一线城市颠沛潦倒的马云连肯德基都
没有面试成功，最后是在二线城市杭州
实现了自己的成功。

其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不应
该首选一线城市。中国城市化呈现出东
西部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发展的严重

不平衡，这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一方面，大城市就业难、小城市招工难已
经成为经济顽疾。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就业饱和率
已经达到了80.2%，而中小城市的就业饱
和率只有19%。当很多青年人怀揣着梦
想来到一线城市，想要为自己博出一个
美好未来时，他们会发现，理想很丰满，
可是现实很骨感。过去10年，北京平均
工资上涨了80%，房价却上涨了242%。
一个月薪7、8千的白领想要在北京的四
环买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需要不吃不喝
64年才可以。仅北京就有高达到10万人
的蚁族大军拿着月薪低于2000元的工资
蜗居在地下室。美联社报道说，中国青
年是最没有梦想的青年，大城市的高房
价已经摧毁了他们的梦想。所以2014年
国务院《中小城市发展绿皮书》中才会明
确提出，限制大型城市的人口，鼓励青年
人到二三线城市工作，这已经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一线城市的环境承载力已经

接近极限，每年涌入北京的流动人口增
幅超过20%，北京地下水连续15年超采，
水资源即将全面枯竭；广州一天要处理
1.4万吨垃圾，严重影响城市环境。一线
城市的人口总量已经快要超过环境承载
力，而二三线城市却因为人口外流而日
益萧条。所以2014年国务院提出：大型
城市不能再特大化，而中小城市要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选择非一线城市更符合
当今国家建设的趋势。

最后，从国家价值倡导的角度来讲，
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很多青年人都
很迷茫，国家的倡导应当能够让他们从
对一线城市的狂热中清醒下来，告诉青
年人，广阔天地，有很多地方都能够安放
你的青春和梦想。如果青年人能把个人
价值实现和国家发展方向联系起来，也
有很大机会取得成功。清华法学硕士魏
华伟，选择去河南文楼村当村官，带领一
个艾滋病村脱贫致富，现在已成长为驻
马店市委委员；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李

丽，选择去大凉山区做一名教师，被评为
全国模范教师。还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
青年，没有首选一线城市也取得了巨大
成功，实现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
赢。中国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我们的青
年人去奋斗、去开拓。青年人在就业选
择时，关注点不应当只集中于利弊比较
和个人得失，留一点位置给家国情怀，将
个人的成才与祖国的需要更多地结合在
一起，未尝不是一种更加理性和明智的
选择。

（本文观点来源于区检察院辩论队
由王珏执笔整理）

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打工青
年傻根儿坚信“天下无贼”。为了保护他的这
一信念，不仅公安机关一直在和各路贼人斗
智斗勇，还有一路“良心发现”的贼和另一路
“死不悔改”的贼打得头破血流，不惜以命相
搏。

与之相比，《青春无“敌”》更应是一部万
众瞩目、意义深远的恢弘大片。这部“电影”
的剧本应该是这样的，劲“敌”之贼，无孔不
入，杀人果冻、开房校长、幼儿园、黑校车……
于是乎，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各路英雄云
集，各显神通，齐心协力斩断从四面八方伸向
孩子们的“罪恶之手”，努力歼灭其成长道路
上形形色色的“敌人”。

当然，天下无贼不易，青春无“敌”更难。
鲁迅先生当年疾呼“救救孩子”，当今形势下，
我们更应振臂高呼，让青春无“敌”。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大众心中的

热切期盼，更是法治社会的责任担当。青春
无“敌”，法治理应先行。健全法律、优化制
度、净化环境、打击犯罪，等等，都是未成年人
保护的题中之义，提高未成年人的法律意识
和自我保护意识更是重中之重。

在以往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的青少年
法治教育更多的是以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
犯罪为核心内容，强调法律的强制性和惩戒
性，目的在于强化青少年的义务观念。从今
天看来，这是有失偏颇的做法。所谓法治精
神，是指尊崇法律、维护法律的勇气和毅力，
其中权利意识和义务观念是其中的核心要
义，这二者是相生相伴，缺一不可，也是不可
偏废的。即使目前已有所改观，但当下的青
少年法治教育仍需“补课”，在权利意识培养
上下更多功夫，让青少年不仅知道如何遵纪
守法，还应知晓自身拥有的合法权益和权益
维护的途径，使他们成为既懂得维护自身权

益，也懂得尊重他人权利的新公民。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我国青少年接受法

治教育的程度还落后于现实需要，青少年法
治教育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在应试
教育的阴影下，法治教育还未得到应有的重
视；缺乏统一、规范的教材，教育内容不够全
面；教学活动组织不够规范，教育途径单一；
专业师资力量配备不足，教育资源有限；法治
教育评价标准不够科学、实质性考核评价缺
失等。但不可否认，一直以来，国家对青少年
法治教育问题都非常重视，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决定》更是提出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
意识，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
年抓起，在中小学设立法治知识课程。

贯彻这一要求，进一步强化青少年法治
教育，建立覆盖大中小学尤其是中小学的法
治教育课程体系，以下几点必须要落实：一是
落实法治教育进教材、进课堂。编写适宜不

同年龄层次学生的法治教育教材，引进专业
师资力量，安排合理课时开设专门正式的法
治知识课程。二是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
位一体”的法治教育体系。按照知识性、趣味
性、科学性、实效性原则，丰富课内课外教育
内容、形式和载体，把理论知识融合到学生日
常生活中去，在实践中引导学生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思考解决问题。三是建立健全
青少年法治教育评价机制。将考核评估的情
况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业绩考核范围，确
保青少年法治教育师资、经费、教材等得到全
面落实。

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才配有未
来。全社会都应行动起来，共同筑起一道坚
实的屏障，为实现青春无“敌”携手同行，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平安、健康、快乐地成长！

司萱/文

什么是幸福？《辞海》解释为：“在为理想奋
斗过程中以及实现了理想时感到满足的状况
和体验。”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福”字是一个吉祥、
喜庆、美好的字眼儿，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如，春节将至，每家的门上、粮囤上都贴着大大
的“福”字，用来表示“迎春接福”、“福降家门”
的美好祈盼和祝愿；春节人们在贴“福”字时，
总爱把“福”字倒过来贴，搏得一句“福到了”的
口彩；在春节期间，邻里相见要抱拳恭贺“道
福”；每当一家老小相聚一起时，总喜欢大家一
起照张照片，名曰“全家福”……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由于人对幸福的理解
不同，因此对幸福的解释也有所不同。《礼记·
祭统》中，把幸福的内容延伸为“福者，备也。
备者，百顺之名也，无所不顺者谓之备。”这个
观点把寿命长久、富贵荣华、财源滚滚等诸事
皆顺，看成是幸福的关键。而孔子则认为：“君

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孔子认为幸福在于心灵而不在于外物，孔
子的幸福观关注的是心灵的坦然。儒家对幸
福的理解更具备了积极意义，他们提出“我独
乐不如与民同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他们认为普天下人的幸福才是自己的幸
福，国家的昌盛才是自己的幸福，这与共产党
人所倡导的幸福观极为相似……

封建社会的儒家，都能把普天下人的幸福
和国家的昌盛看作是自己的幸福，作为一名人
民教师，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伟大事业，是造
福于国家和人民的职业，从事这样伟大的事
业，你不觉得幸福吗？

如果说上面讲的是官话和套话，那么在你
的教育生涯中，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某一天，
一位学生家长见到你后，对你说：“老师，你要
好好管我的孩子，他在家里我们说话都不管

事，只要说这是老师让这样做的，他就会乖乖
地去做了……”学生把老师的话当作了圣旨，
在他们心目中老师是伟大而神圣的，这个时候
作为教师的你，不觉得幸福吗？

作为教师，我们都可能经历过这样的事
情：一个平时非常淘气的孩子，或是什么都不
懂甚至令人讨厌的孩子，在你的精心教育和耐
心引导下，一步步地改掉了自己的坏习惯，最
后成为了一个人人夸奖的好孩子。由于你的
工作，不但挽救了一个孩子的灵魂，还减少了
一个将来有可能危害社会的人，这个时候，作
为教师的你，不觉得幸福吗？

我还看到这样一则报道，全国优秀教师田
丽霞，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她接到一个
电话，是一个自己教的一个已经毕业好多年的
学生打来的，电话的内容是说他从外地来这个
城市时，在火车上钱包被小偷偷走了，想让人
给送点钱来，要不就连吃饭都困难了。想了半

天，觉得别人都不一定能帮他的忙，只有他十
几年前的班主任田老师能够帮助他，于是就给
老师拨打了这个电话。田老师接到电话后，立
刻去了火车站……在这个学生的心目中，老师
就是他最亲近的人，也是他最信任的人，毕业
十几年了，有了困难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老
师。假如是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觉得作
为一个教师是最幸福的吗？！

人们常常把教师比喻成“蜡烛”、“人类灵
魂的工程师”，这充分说明教师职业确实是一
个人人尊敬的幸福的职业。因此作为教师，切
不可因为自己的“不慎”而给这个职业抹黑。
作为一名教师，就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
和专业素质，在纷繁喧闹的社会发展环境中，
努力做到“慎独”，永远让自己的心灵保持纯
洁、宁静、自信、坦荡，这样才能尽情地享受教
师职业的幸福与快乐！

石明廷/文

让儿童教育回归童真

青年就业不应该首选一线城市

““视点视点””专版征稿启事专版征稿启事
■ 张栓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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