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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 近日， 中国科协办公

厅印发《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实施

办法（试行）》。 《实施办法》 明确， 在

评价机制上， 创新大赛不再对选手创新

作品进行评价， 注重现场考察和客观评

价， 着重考察选手知识应用、 动手实

践、 创新思维、 批判精神和团队协作能

力， 破除“一件作品打天下” 现象， 确

保竞赛公平公正。

“公平公正” 作为竞技活动的核心

价值， 其内涵不仅是对所有参赛者的机

会均等， 更是在比赛过程中所有规则、

评判标准和裁决过程的透明公正。 只有

在这种透明和公正的环境中， 才能让每

一个参赛者感到自己的努力被公平对

待， 才能真正激发青少年的创新潜力。

青少年创新大赛改革方案中提出，

注重选手的创新思维、 动手实践和团队

协作能力， 而不是单纯依赖“作品” 这

一量化标准。 这一举措本身便是对公平

性的一次深刻反思与提升。 传统的科技

竞赛大多强调作品的完美和技术含量，

但这一标准容易使得有财力和资源的家

庭处于优势地位， 也可能让那些只是跟

随他人或依赖辅导机构完成作品的学

生， 获得超越自己实际创新能力的成

绩。

不再单纯评价作品， 而是更加关注

选手的综合能力， 使得评判更加侧重于

选手的自主创新和实践能力。 这一改

变， 不但提升了竞赛的公平性， 还能鼓

励更多具有潜力的青少年发掘和实现自

己的创意， 而不是被“商业化” 所左

右。

值得一提的是， 为了保证公平的竞

赛环境， 创新大赛还引入了科学道德和

伦理审查委员会， 这一机制的设立是对

赛事公平公正的进一步保障。 在科技创

新竞赛中， 抄袭、 剽窃和学术不端行为

一直是影响公平竞争的重要因素。 学术

不端行为在科技创新领域可能带来严重

的后果， 不但影响赛事的公信力， 更损

害了创新的基本价值。 在此背景下， 设

置科学道德和伦理审查委员会， 能够及

时发现和制止违规行为。 通过这一审查

机制， 从源头上消除不公平竞争， 确保

每个参赛者的成绩和荣誉都建立在真实

的能力和努力之上。

制度的制定是保障公平的起点， 但

要确保赛事的真正公平， 执行力才是至

关重要的环节。 如何确保创新大赛的改

革措施能够在实际操作中有效执行， 是

此次改革的关键之一。 创新大赛的评审

体系需要更加细化， 不仅要明确评审标

准， 还要确保评审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

性。 比如， 评审专家的选择需要确保其

公正无私， 并能够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评

审。 此外， 赛事的组织方还应定期对评

审过程进行抽查和回顾， 及时发现并纠

正可能出现的问题。

“创新大赛”要在公平公正上不断创新
□ 孙维国

“没课上还不放假”?莫忽视教育深层目的

为什么家长对“假前教育周” 会

有不同的意见？ 事实上， 部分家长是

认可这些综合活动的意义的。 尤其对

双职工家庭来说， “假前教育周” 不

仅可以让孩子安全呆在学校， 还没有

过重的学习任务， 是一举多得。 可对

于另一部分家长来说， 放假可以省去

接送的麻烦， 也可让孩子有自己的安

排。 这种众口难调， 无疑是当下教育

发展的一大现实。 也即， 随着教育普

及水平的提高、 教育资源的富足， 家

庭对子女教育有着更加多元化、 多样

化、 个性化的需求。

不仅家长有不同的需求， 对学校

和教师来说， 也期待有更大的灵活自

主空间。 对教师而言， 最后一周任务

多、工作重，所以一些老师倾向于“鼓

励” 学生请假， 以便让自己能松一口

气。 但上级部门对“假前教育周”的严

格要求，让学校陷入了两难。据媒体报

道，多区教育局反映，近三个学期针对

“最后一周”学校“鼓励” 请假或拒绝

请假的投诉都在增多。

如何破解这种“众口难调”？ 首

先是要凝聚最大的共识， 认真倾听家

长、 学生以及教师的声音。 即便教育

部门的安排初心是好的， 也应该最大

程度争取家长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 学校如果不放假， 就应该

让家长看到“不上课” 却呆在学校里

是有意义的。 这就要求各方要创设更

多有意义的育人活动， 来吸引家长和

学生。 同时， 要有灵活的自主空间，

既要给学校自主的空间， 也要给家长

和学生自主选择的空间。 而如何不增

加教师的额外负担， 也该是重要的考

量因素。

总之， 对“假前教育周” 这样的

特色举措， 如何应对家长的众口难

调， 还需要相关方面多考量一些。 只

有把各类因素都纳入考量， 方能更好

地吸引各方积极参与。

综合自红星评论、 新京报等

（谚路 整理）

一说起学生的假期， 家长总是

“防火防盗防放假”， 为了谁来照看孩

子的难题， 愁得一个头两个大。 悠长

的假期， 一头是孩子童年的快乐， 另

一头却是家长无处安放的焦虑。 特别

是双职工家庭， 每逢寒暑假总是叫苦

不迭。 如果没有老人帮忙带娃， 就只

能选择托管班， 少则几百上千元， 多

则上万元， 质量还良莠不齐。

还有些一线城市家长， 无奈之下

选择把孩子送回县城，却不是为了“快

乐老家”，而是补课班更有性价比。 于

是乎，兴趣班、培训班、研学社轮番上

阵，“月薪×万撑不起孩子一个假期”

的问题，让家长身心俱疲。

照此来看， “没有课上却不放

假”， 所谓的“假前教育周” 实为学

校“官方带娃” 的福利。 质疑“没课

上为什么不放假” 的观点， 实则是片

面地看待教育的目的， 导致对教育本

质的误解和偏离———教育是为了“传

道授业”， 但更重要的是“解惑”。 教

育是为了成才， 但更是为了“成人”。

如果将学校授课， 仅仅看作是传授知

识和应付考试的技能， 无疑忽略了教

育深层次的价值。

教育的实践， 要注重学生全面发

展， 让学生学会如何探索自我和世

界， 正确看待个体差异和兴趣需求，

激发学生在群体生活中的协作力和创

造性。 具体到“假前教育周” 的设

计， 从报道来看， 针对部分家长的质

疑， 广州多所学校表示， 这是开展特

色素质教育的重要时段， 包括文体活

动、 安全教育讲座等。 比如， 广州市

天河区黄村小学邀请教官对师生开展

国旗护卫队和军体拳训练； 再如， 广

州市海珠区宝玉直实验小学安排了法

纪教育营、 交通安全营、 向阳心理

营、 新春欢乐营等特色实践活动营，

希望学生能在这一周内学有所获。

对家长而言， 假前教育周能让孩

子安全地待在学校， 不用分心照顾；

对学生而言， 相比课外班填鸭式授

课、 托管班圈在室内的约束， 在操场

上感受云朵微风、 参与特色主题活

动， 与熟悉的小伙伴共同游戏进步，

如此假期记忆显然更值得回忆。

据报道， 广州一些学校考试后还需
要过一周才正式放假， 而放假前一周正
是“假前教育周”，学生需要按正常上学
时间回校上课、参加校园活动。 对此，多
所学校表示“假前教育周”不仅是学生放
松身心的好时机， 也是学校开展特色素
质教育的重要时段。

这样的安排引起不少讨论。 有家长
提出，学生“没有课上”，学校何不提前放
假？ 也有家长表示，学生若过早放假，会
增加双职工家庭的照顾压力。 不同的家
长表达了不同的想法。

“没课上就放假”是对教育本质的误解

破解众口难调要认真倾听各方声音

观
点

据媒体报道， 日前， 辽宁朝阳一女

神形象的花灯引发吐槽， 当地文旅局工

作人员称“大家的反馈都收到了， 我们

也非常重视这件事， 正在积极沟通”。

红山女神像花灯， 作为承载着地域

文化和历史传承的艺术作品， 本应成为

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然而， 这座花

灯却因其与预期形象大相径庭而备受质

疑。 网友们纷纷表示， 花灯不仅未能准

确传达红山文化的精髓， 反而因其异域

风情而显得格格不入。

无独有偶， 此前广东的“棺式地铁

站” 也因其独特的造型而引发热议， 也

许设计师对于这种造型有其独特的理解

和思考， 但在公众眼中， 这样的设计却

显得过于诡异和突兀。

这些“奇葩” 艺术形象和设施的出

现， 暴露了公共艺术决策机制和设计审

核流程中的诸多问题。一方面，设计方案

的审核把关不够严格， 导致一些质量不

高、与公众审美相悖的作品得以通过。另

一方面， 公众意见的征求不够广泛和深

入， 导致一些作品在未经充分论证和公

众认可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 这些问题

的存在， 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利益和审美

权益，也影响了城市的形象和文化传承。

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重演， 我们需

要从多个方面入手。 首先， 要加大设计

方案的审核把关力度， 确保每一件公共

艺术作品都能符合公众的审美需求和城

市的文化定位。 同时， 还要建立健全的

设计评审机制， 邀请专家、 学者和公众

代表共同参与评审过程， 确保评审结果

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其次，要广泛征求公众意见，充分尊

重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在公共艺术

作品的规划和设计过程中， 应该通过问

卷调查、 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公

众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还要建立反馈机

制，及时回应公众的关切和质疑，确保公

众的参与权和监督权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 我们还需要加强对公共艺术

作品的设计者和施工方的监管和管理。

对于设计质量不高、 与公众审美相悖的

作品， 应该及时予以纠正和处理。 同

时， 还要加强对施工方的资质审查和质

量管理， 确保每一件公共艺术作品都能

以高质量的标准呈现在公众面前。

在未来的城市建设中， 我们应该更

加注重公共艺术作品的质量和审美价

值。 通过加强规划设计和审核把关等环

节的工作， 让每一件作品都能成为城市

文化的瑰宝和传承的载体。同时，我们也

要倡导尊重公众审美的理念， 让城市的

文化建设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为市

民提供更好的文化享受和精神寄托。

公共艺术设计，到底谁说了算？
□ 徐建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