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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市教委下发关于做好
2021年普通高校特殊类型招生工作
的通知，鼓励各高校开展线上考试。

通知指出，各高校要坚持疫情
防控适度从严从紧，坚持“减少人员
流动、减少旅途风险、减少人员聚
集、加强人员防护”的思路安排考
试，原则上可以使用统考成绩的专
业不再组织校考，可以采取线上考

试的专业不再组织现场考试。
在严控考试规模上，市教委表

示，部分专业确需组织现场考试的，
应使用相关专业省级统考成绩或采
取线上考试等方式对考生进行初步
筛选，再根据条件开展小规模的现场
考试。确需组织现场考试的高校，应
提前向北京教育考试院提出现场考
试申请，经研究同意后，按照疫情防

控要求组织实施。2021年春节前，原
则上不得在京组织现场考试。

现场考试当日，所有考生须凭
准考证、有效身份证件、有效期内的
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绿色健康码，
佩戴好口罩，体温测量正常，方可进
入考场。现场考试实行闭环管理，
设置一名防疫副主考，认真执行消
毒通风、考场疏排等要求。

2022考研同学大部分有很大
的意向跨专业考研，任何人都可以
随便跨专业考？有什么限制条件？

专业是否限制
有的专业不接受跨专业考研的

考生，不是因为专业歧视，而是由于
该专业专业性很强，跨专业考生难
以胜任以后的学习实验等。比如中
国医科大学就不允许非临床专业报
考临床专业，即使本校也不可以。

是否需要基础
有一部分专业是可以接收跨专

业考生的，但是要有一定的基础，否
则难以达到分数线，即使侥幸考上，在
以后的学习生涯中也会是一场噩梦，这
样跨专业考研就失去了实际的意义。

是否需要加试
跨专业考研加试只是针对同等

学力的考生。本科考研是不需要加
试的，只要有本科证就可以正常参
加初试、复试。

初试科目以各学校公布的招生
简章为准，一般只要是国家承认学
历的本科毕业生，均不用加试。但

是考上后有的学校要求跨专业考生
须补选一定学分的专业基础课程。

地域是否有限制
是否跨专业考研就只能考本地

的学校，而不能考外地的学校呢？
答案是否定的，考生可以跨地区考
研，并且也可以换一所学校，不一定
要与本科是一所学校，跨地区跨专
业跨学校的考生就是俗称的三跨专
业考生，只不过相对于一般性的难
度稍微大一些，政策上是允许的。

（本报综合）

刘女士的儿子10岁了，几乎每天放学回家
都会抱怨同桌：“同桌好烦！我学习的时候他
总捣乱。”刘女士仔细问过，无非是同桌踢他的
板凳，用手指戳他，或把他的东西弄乱。刘女
士问孩子：“你如何应对这种行为的？”孩子说：

“我让他别弄了，但他不听。”刘女士和孩子说
了一些应对方法，孩子不听劝，只想用自己的
方式解决问题，刘女士感到无能为力，怎么办？

专家建议，孩子遇到了社交问题，家长提
建议时一定要注意沟通方式。家长可以温和
地谈论孩子的问题，“你看起来不开心，想不想
和我说说？”如果孩子不想说，告诉他什么时间
想谈了都可以来找你。

认真听孩子讲清事情的经过，确认理解了
孩子的感受，鼓励孩子提出各种解决方法。比
如：孩子可以和同桌做朋友，告诉他这么做你
不开心……再做个评估每个方案的优劣，鼓励
孩子选择一个适合他的方法试试，同时也要选
好备用方案。

谁来教父母成为合格父母？

家庭教育法草案来了
■ 肖 辛

2022跨专业考研有什么限制

高校特殊类型招生鼓励开展线上考试
■ 武文娟

孩子不听劝怎么办？
■ 青 木

近日，倍受瞩目的家庭教育法草案正
式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家庭教育正式纳入国家教育
事业发展规划和法治化管理轨道。

学校家庭社会各司其职

“作为老师，我当然希望家长能更
多地参与孩子的教育。但作为家长，一
些转嫁到身上的负担，又确实让人苦不
堪言。”山东某中学语文老师楚桐（化
名）认为，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之间
建立边界、各司其职，才是合格的教育
方式。

专家认为，对于家长群变味的讨
论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其混淆了
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职责。学校教
育应以共性教育为主，而家庭教育的
核心是对孩子进行生活教育、生命教

育、生存教育，以素养和
个性化培养为重。

让家庭教育回归
本位，让学校、家庭和
社会教育各司其职、
形成合力，是家庭教
育 立 法 的 重 要 目
的。当前，中国家庭、
学校、社会的共育机
制还未形成，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社会
教育的有效衔接问

题还没有解决。专家称，应当通过家庭教育立
法，明确哪些内容属于共育范畴，让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各归其位，以缓解家长焦虑、促进
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当父母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家庭教育者，
孩子在学校教育体系中会更加适应。”首都师
范大学教授康丽颖表示，家庭教育立法应帮助
和指导父母学会扮演教育者的角色，与孩子共
同成长。

明确各方责任义务

如何准确定位家庭教育？如何帮助家长
更好地胜任家庭教育职责？提上日程的家庭
教育立法有望为家长助一臂之力。

家庭教育法草案提出，未成年人的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是实施家庭教育的责任主体。政
府、学校、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进家庭
教育。必要时，国家对家庭教育进行干预。

如今，家庭教育已不只是家事和私事。长
年关注和推进家庭教育立法的华中师范大学教
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表示，家庭教育
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前端。对家庭教育进行国家
干预，不是要控制家庭，而是要为家庭提供系统
专业科学的指导和全面充分多元的保障，用法
律手段规范家长和教育服务机构的行为。

专家指出，加快家庭教育立法将提升家
庭教育地位、明确家庭教育核心内容、扩大公
共服务供给、规范家庭教育行为，从制度层面
推进解决相关问题。与此同时，应当推进家
庭教育立法与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配套衔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法
律体系。

补上“为人父母第一课”

家庭教育同样需要“教育”——专家指
出，过去中国家长接受的教育和训练很少，
这是家庭教育体系的一大缺失。

有调研显示，有23%的中国家长没有参
加过任何社区组织的家庭教育指导活动；有
30%的家长表示希望接受有关家庭教育的
集体指导，如专题讲座、亲子活动指导等；还
有近30%的家长希望接受在线形式的家庭
教育内容的指导，包括课程、咨询等形式。

一方面是家长缺少为人父母的第一课，
另一方面是家长对于家庭教育指导有着迫
切的需求——近年来，为解决这一问题，政
府及社会力量都进行了积极探索。家委会、
家长学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方兴
未艾，政府、家庭、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
育工作体系在一些地方初步形成。

不少专家呼吁，应动员更广泛的社会
力量，将“家庭教育的教育”纳入基本公共
服务体系，给予家庭教育更多的支持。

周洪宇表示，应当通过立法大力提升
家庭教育培训者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在大
学开设家庭教育专业，培养具备理论基础
和指导实践经验的专业队伍，让社区成
为开展家庭教育的重要渠道。同时，学
校或培训机构设置家庭教育课程，帮助
家长学习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