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卢湾中

学今天进行复学防
疫措施展示，教师

“扮演”学生进行开
学演练。记者看

到，每个同学的课
桌上都备有防疫装

备包，内有各种消
毒防疫用品，同学

座位之间也保持了

相应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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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从小被各种绘本“喂大”的一代，置

身于茫茫书海，家长该如何带领孩子畅游？该
怎样为孩子选书？在家庭里如何陪伴阅读，营

造家庭浓浓的书香氛围？沪上名主持人白瑞
提出，家长引导孩子阅读的方法至少应该有

三种：一是让孩子喜欢朗读，从小爱上阅读；
二是多带孩子参加读书会，注重阅读后的分

享；三是开展家庭共读，在阅读中陪伴孩子成

长，增进亲子沟通。可惜的是，据上海家长学
校的最新在线调查，坚持经常和孩子一起展

开亲子阅读的家长只占 33.7%，表示偶尔会
与孩子亲子阅读的占 42.6%，表示家里从来

没有亲子阅读氛围的约占 1.9%。这些数据至
少说明，在许多家长的观念里，亲子阅读尚未

成为育儿的必然选项。调查还显示，平均每天

花在亲子阅读上的时间在 1至 2小时的家长

约占 35.5%，花 30分钟以下的家长占 34.5%，
每天不能有稳定时间陪孩子一起阅读的家长

占 25.6%。
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建

议，家长要学会为孩子选择读本，“喂”给孩子
的书，家长最好自己先读一读，如果觉得选书

有困难，那就不妨“按奖找书”。陈小文给出了

不少国外的读书奖项，比如国际安徒生奖等；

国内童书相关大奖也不少，比如陈伯吹文学

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图书奖、丰
子恺儿童图画书大奖等。儿童文学作家王轶

美建议孩子从小“做兔子洞里的爱丽丝”，在
阅读中走进文学的奇妙世界，而且要让书中

的故事能演、能唱、能玩、能学，把阅读变成
“悦读”，让阅读成为一生的好习惯和好品质。

此次调查还发现，孩子最喜欢两大类读

本：一是故事类的，二是科普类的。在上海，平

均每个家庭每年提供给孩子的图书约 13本。

在讨论会上，上海家长学校还向全市中小学
生的家长发出倡议：“让我们捧起书本吧，以

书为媒，在阅读中陪伴孩子健康成长，营造和
谐愉悦的家庭氛围，构建和谐共融的亲子关

系。父母多多阅读，孩子天天向上。”
上海一师附小、七宝中心幼儿园等校的

家长纷纷在线参与了交流互动。许多家长表

示，对于孩子的阅读，父母不能一厢情愿地包
办代替，亲子阅读的主体应该是孩子，选择书

籍时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挑选真正适合
他们阅读的书。亲子共读的目的是让孩子热

爱阅读，并不仅仅是让孩子认多少字或者是
学到多少知识，家长如果“功利心”太重，反而

会削弱孩子自主阅读的兴趣与能力。在阅读
方面，家长应该更多地尊重孩子的意愿，多倾

听孩子的心声，激发孩子读书的热情，让孩子
发自内心地爱上阅读。 首席记者 王蔚

上海家长学校倡议“父母多多阅读，孩子天天向上”

亲子阅读尚未蔚然成风

“功利心是引导孩子阅读的大敌。”“孩子的阅读兴趣不是被教育
出来的，而是被影响出来的。”“亲子阅读与独立阅读并不矛盾。”⋯⋯
在 4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上海家长学校在线课堂举办“阅
读·家庭·成长”讨论会，探讨家庭阅读的现状与路径，吸引了 12155
名观众进行在线收看与交流。但是，主办方在云平台上的调查数据并
不乐观，尤其是小学生家庭的亲子阅读还没有蔚然成风。

    四月即将进入尾声，以往三月、四月

被誉为春季招聘中 “金三银四” 最佳季
节，但疫情影响下，许多企业进入用人低

潮，加上招聘活动只能在云端进行，给大
学生就业增加了不确定因素。

一位关注就业的高校老师坦言，一
直以来，大学生就业总是会出现“学校家

长着急，学生本人不着急”的情景。那么，

就业难，究竟难在哪儿？

这场疫情当然影响了产业， 特别是

提供大量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 许多正
经历艰难。但这样的环境下，仍有毕业生

早早“offer”在手，甚至有的还是多家单
位垂青的香饽饽。 大环境小个体难以改

变，但不代表小个体就什么也做不成，就
业这件事并不只是“毕业时的事”。

青年实践平台刺猬教育 CEO李亚
平说，从平台实习数据来看，在校大学生

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并不高，大二、大
三年级有实习意愿的学生只占总体比例

的 20%，真正实习的不超过一半，能够坚
持三个月以上的人数更少。 缺乏实践经

验，无法较早主动了解社会、了解自己，

没有经历低成本试错，缺乏职业规划，待

毕业之时，更加一片迷茫。

采访中， 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群求职

应届生———他们因为计划考研而放弃实
践或其他社会活动，却因考研失利，简历

单薄，遭遇应聘尴尬。 专家指出，许多企
业在人才招聘时设置学历门槛是不争事

实，但对学生来说，是否读研不应建立于
随波逐流的被动选择， 而始终应当先做

好生涯规划。

不过， 学生们或许并非家长老师想

象得那么“颓”。 最近上海财经大学的一
门在线创业课就非常火爆， 云课堂除了

校内选修的学生， 每节课都吸引了校内
外三百多位“旁听生”。 年轻学子对这门

课讲授的创业基础、 热门的金融科技应
用等话题都很有兴趣， 这些代表新时代

产业方向、 能够提供灵活就业方式的内

容很受欢迎。

一位朋友近日烦恼： 为从小学画的

女儿规划设计专业，没想到女儿“任性”

选择了计算机。和姑娘一聊，原来她对交

互很感兴趣，觉得设计基于多学科，学技
术未来才能实现更好的表达。 我安慰朋

友：你女儿可比你成熟有眼光呢！

就业那些事
易蓉

    上海市位育中学是一所市实验性示范性

现代化寄宿制高中，将从下周起迎接返回校
园的 300多名本部高三学子。如何做好自我

防护？如何充实寄宿生活？记者今天上午探访
了这所中学。

据校长王亦群介绍，该校高三既有走读
生，也有寄宿生。为此，学校已经绘制了不同版

本的《防控新冠肺炎应急演练流程图》，清晰、

直观地展示突发状况下的应对流程，并用图表
形式，印制张贴了该校“疫情防控工作实务培

训十八问”，梳理了返校复课后上学放学、晨
检、学习生活、家庭防护、心理疏导等 5个校园

防控关键场景，向师生说明防疫注意事项。
记者今天上午在该校看到，校门外，红外

测温通道已经准备就绪（见右上图 记者 孙
中钦 摄），1-2 秒钟即可对学生体温进行测

定。从 1月起，学校的贵宾接待室就被临时征
用成防疫物资储备室，电动喷雾器、消毒片、

消毒液、免洗洗手液等一字排开，按照全校千

余名师生员工一个月配置，随时补足补齐。入

校时，一旦发现人员体温异常，将直接进入校
门口留观室留待观察。教学楼内，每个班级均

已设立了测温消毒点，配备有 “防疫物资
包”，包括耳温枪、酒精棉球、免洗洗手液、消

毒湿巾等防疫物品。
在学生食堂门口，脚踏式水龙头和感应

式无接触流水洗手装置一字排开（见左上图
记者 孙中钦 摄），地面上也贴上了等候隔离

标志。王亦群介绍，这是学校按照徐汇区教育
局“从严从细”做好校园疫情防控工作的要

求，从寒假开始添置的新设备，为了从细节上
切断可能的传染途径，保障师生健康安全。

位育中学共有两层学生食堂，根据防疫

要求，各就餐位间隔贴上了座位标识。按照要
求，学生须同向就坐。每层食堂原本可供 300

人同时就餐，这样，两层餐厅同时开放，可容
纳本部所有高三学生同时就餐。

记者看到，在远离教学楼的一幢备用寝

室楼，底楼一层 6间寝室已经全部被设为隔

离寝室。住宿学生若突发体温异常情况，进入
单人单间的隔离房间，每个房间除了配备基

本的防疫物资，还配备了医用空气净化器，防
止空气交叉污染。目前，建立学生个人体温检

测档案，开学之后，将对全校学生体温进行
早、中、晚“一日三测”。“我们也将建立双休日

生活轨迹档案，提醒全校师生、家长做好个人

防护，尽量减少到人员密集场所、减少不必要
的外出和社交活动。”王亦群强调。

王亦群告诉记者，返校当天，学校已做好
多项预案措施，比如安排学生分时段、分班

级、分批次进入校园；由于家长不能进入校
园，学生行李搬送不便，学校让每位学生在行

李箱上贴好标识，内容包括姓名、班级、宿舍
楼和寝室号，学生将行李放至行李临时存放

点，由学校统一搬送；安排学生志愿者做好当
天的进校引导服务。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防疫物资备足 各项设施到位
———上海市位育中学探访记

教育新观察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