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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
浙 江 省 湖 州
市 织 里 镇 晟
舍幼儿园，织
里 镇 公 安 分
局 交 巡 警 大
队启动“共享
头盔进校园”
活 动 。 织 里
镇 中 小 学 校
门 口 将 陆 续
设 立 安 全 头
盔共享点，内
设大小头盔，
家 长 登 记 后
可 免 费 取 用
头盔，归还后
由 学 校 负 责
清洁和消毒。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心存感恩是一种可贵的思想品质、
积极的人生态度，也是一个人成功的重
要前提。父母如何教会孩子懂得感恩
报恩、懂得爱别人和尊重别人，本文提
供以下五招让家长参考。

劳动教育理解感恩的深义
很多孩子由于家长的溺爱，养成了

“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方式，不
仅处处依赖大人，还容易在物质上所求
无度。要让孩子知道父母生育、养育自
己的不易，各种东西的来之不易，劳动
教育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读书明理播下感恩的种子
读书的目的是拓宽人的视野，增长

知识，锻炼才能，但更重要的是学会怎样
做人和提高道德品质。可以阅读《爱的
教育》《长腿叔叔》等孝道、感恩的故事，
给孩子感动和心灵震撼，对他们产生潜
移默化的积极影响，唤醒感恩的心。

拒绝娇养培养感恩的心
娇生惯养的孩子容易养成自私自

利、蛮不讲理、偏执霸道的坏毛病。这
源于家长总是习惯为孩子完成所有的
事，并且总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让孩
子感到他们拥有“特权”。

互爱环境滋养感恩的沃土
爱是双向的相互的，父母要学会向

孩子“索取”。父母对孩子不图回报的
爱，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月光族”“啃老
族”。家庭是各种情感的基础点和归宿
处，是孩子感受情感温暖的第一个地
方，也是他们感情的依托。

帮助他人让孩子学会感恩报恩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

倡导的传统美德，教育孩子学会感恩，
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重视培养乐于
助人的品质，只有学会知恩、报恩，才是
一生最大的财富。 （本报综合）

当下，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给我们
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同时也给
未成年人带来了风险。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百浩
律师事务所主任黎霞建议，国家应
扶持相关手机生产商开发未成年人
专用手机，限制未成年人每天使用
手机登录网络的连续时长与累计时
长，避免其过度沉迷手机，影响身心
健康。

近年来，中小学生因过度使用手

机而产生的近视率上升、沉迷游戏等
问题，一直是教育领域的一个痛点。
最近，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
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再一次
引发社会的关注。

“目前防止未成年人沉迷手机，主
要依赖家长、学校，但学校、家长往往
难以有效预防未成年人沉迷手机。”黎
霞表示，就手机功能来说，虽有青少年
模式，但是实际效果不大，未成年人随
时可以破解家长设置的限制，随时可

以下载各种软件、各种游戏，可以登录
各种网站。

对此，她建议，未成年人专用手机
必须且只能使用未成年人专用网络、
软件，不能登录其他网络，不能下载其
他软件。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教委副主
任倪闽景表示，手机管理不能简单地
一禁了之。学校是一个教育单位，应
该将手机管理作为一次教育的机会，
从教育的角度去推进。

教育部公布各高校新增专业2223个，撤销专业518个

本科专业为何这样调整？
■ 田宇欣

人大代表建议：
请给孩子们设计一款专用手机

■ 赵 利

日常生活里的“五招”
教会孩子懂得感恩

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0年度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
果。其中，37个新专业列入《普通高等
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各高校新增备案
专业2046个，新增审批专业177个，两
者合计新增2223个专业，调整学位授
予门类或修业年限专业93个，撤销专
业518个，为近3年来最多的一次。

新增专业

适应国家战略、科技创
新和社会发展的需求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工程、数据科
学与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
机器人工程可谓此次新增专业中的大
热门，新增数量排名前五。仅人工智
能一个专业，就有包括清华大学、北京
语言大学、华北电力大学等在内的130
所高校增设。

青岛工学院电子商务教研室主任
王建伟分析，人工智能专业的热度源
于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新一代人工
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定义为

“重大战略机遇”，要“构筑我国人工智
能发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高校主动适
应知识创新、科技进步及学科发展需

要来调整专业。”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
教授高耀表示，“当前全球正处于由信
息化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变，大数据、云
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新科技不断催生和
迭代出越来越广阔的需求空间，这为
与之相关的新专业创造出了越来越宽
广的发展机会。”

对新增专业体现的发展趋势，东
北财经大学发展规划与学科建设处处
长汪旭晖教授分析：“高校专业结构优
化、调整、转型、升级的速度和力度明
显加快，新科技与不同类别专业之间
以及不同类别专业之间深度交叉融合
的特征越发凸显，由此所形成的新专
业在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需
求中的作用越发突出。”

撤销专业

在专业设置上向质量提
升的内涵式发展转变

此次专业调整中，518个专业被撤
销备受媒体和社会关注，因为这也是
近8年来被撤销专业最多的一次。“关
于数量其实不用过分解读。”王建伟指
出，我国高校新增专业数量近6年来除
2019年为 1853个之外，其他年份均超

过2000个，远高于撤销数量。具体来
看此次被撤销的专业不难发现，管理
类被撤销得较多，如公共事业管理和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分别被21所和
16所高校撤销，位列前两位。此外，电
子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在15所高校中
将不复存在，产品设计专业则被13所
高校撤销。

究其原因，王建伟认为，生源不理
想以及相关专业学生不能适应社会需
求是专业被撤销的重要因素。从招聘
网站的数据来看，对公共事业管理专
业的职位需求，2019年比2018年下降
了 31%，2020 年比 2019 年又下降了
37%。“无论是主动撤销还是被动撤销，
不同院校撤销不同专业的原因可能千
差万别，但均与高校发展定位的转变
与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密切相关。”高
耀认为，专业设置陈旧、人才培养缺乏
特色、软硬件支持度不够是三个最主
要的原因。

优化调整
构建科学合理的本科专

业结构

在专业一增一减的背后，既反映
了一些高校专业设置中存在的问

题，也蕴藏着高校专业设置的逻辑
和原则。

“这些问题的深远负面影响需要
相当长的时间来消化。”高耀建议，高
校本科专业调整应当遵循分类考虑、
长线思维、动态调整和程序正义四个
基本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要立足长
远考虑问题，摒弃“短线思维”，充分考
虑学校的办学定位、发展特色、学科基
础、软硬件支撑、社会需求等各种因
素，动态调整中及时淘汰一些培养质
量低下、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教学内容
陈旧、缺乏特色和内涵的专业。

“既要充分授权，同时又要科学
监管。”王建伟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
建立完善的专业设置调整干预机制，
从宏观层面加强对市场人才供求的
监控，以及普通高校专业设置的预警
和监督，规范普通高校专业设置调整
行为。

“应建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政
府宏观调控、高校自主调整、社会力量
参与的本科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模式。”
汪旭晖指出，可以借鉴中外大学成功
经验，强调专业结构与地方产业结构
联动发展，同时建议引入权威第三方
评价机构等对高校专业、课程水平和
质量进行评估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