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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好学”正成为社会

的主要关切。由中国教育三十人人论

坛、教育公平协同创新中心、国家教

育宏观政策研究院等联合举办的“ 十

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

坛，近日上午在华东师范大学开幕。

200多位来自国家有关部委、各地的

专家学者等，将陆续登场为教育公平

疾呼。

不能蛮横地平均分配优质资源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教育整体的

现代化，没有教育公平就没有教育现

代化，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更是提出

了“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

自身的命运” 的时代要求和重要使

命。国家督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华东师大教授袁振国说，随着义务教

育的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

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有学

上”的矛盾基本解决，“ 上好学”逐渐

成为社会的主要关切。由于经济和社

会发展差距的客观存在和优质教育

资源的相对紧缺，享有公平的受教育

机会，接受良好教育，已成为人们的

普遍诉求。

据了解，在我国许多城市，中小

学择校非常普遍。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进入声誉和质量较好的学校，每年都

让成千上万的家长操劳不已，甚至奔

波数月，通常还要支付数额很大的择

校费。据有关专家估算，全国每年中小

学择校费超过270亿元。为了增加择校

“ 筹码”，孩子们也不得不参加各种各

样的“ 占坑班”，幼儿教育“ 小学化”、

小学教育“ 初中化”倾向愈加严重。这

些现象多年来禁而不止，治而不愈，成

为教育领域的一大“ 顽症”。

针对择校热的问题，袁振国认为，

学校间绝对平均是不现实的，但目前确

实差距过大，一是资源分配过多向部分

学校集中，其次有些地方政策强化了

“ 马太效应”，使得强的更强。治理义务

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问题是政府的职

责，也是促进教育公平的重点工作。

“ 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一个过程，不能蛮

横地将优质资源平均分配，也不能对各

级各类学校‘ 一刀切’。”

211工程应有拓展
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因为工

作的关系去过很多国内大学，他发

现，有一些没有进入“ 21 1 工程”但又

很不错的大学特别委屈，“ 学生们出

来找工作也特别困难，连念研究生将

来毕业了想在大学里教书，人家首先

会问你的本科是什么，如果本科连

21 1 都不是的话，不能留用。”陈平原

坦言，有些学校在招收研究生时看到

不是21 1 学校的学生看都不看，如此

一来，对这样的学生非常不公平。

陈平原说，谈及教育公平，可能

更多涉及中小学，但实际上大学也有

教育不公平问题。“ 得不得到国家重

点支持，学校发展就很不同。最近十

几年的高校扩招中，大多都是非21 1

大学甚至是独立学院和民办大学来

承担大量学生的培养工作，但并没有

给他们适当的条件让他们得以更快

速地发展。”陈平原对此呼吁：“ 应让

那些发展比较好的学校也有一些公

平竞争的机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市教委近日披露，201 5

“ 上海暑期学校”将于今年6月至8月

在上海十几所高校开展，届时来自世

界五大洲国家和地区的青年学生将

利用暑假来沪学习汉语、体验中国特

色的文化课程，这也是上海教育国际

合作与交流的重要项目之一。

青年报记者获悉，今年，“ 上海暑

期学校” 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新增

“ 一带一路”项目，在建桥学院新增

“ 中国棋类”两个项目，其中，前者将

计划招收20名来自“ 一带一路”国家

的在校大学生。市教委国际交流处处

长杨伟人说，今年将在加强教育文化

合作方面，扩大“ 一带一路”国家间

外国留学生规模，加强青年学生之间

的友好往来，这亦是教育文化互联互

通的重要一环。这一项目，今年将重

点突出一些经贸、经济类的课程模

块。

实际上，“ 上海暑期学校”从

2008年就开始启动实施，最初仅有25

名日本、韩国友好城市的学生与教师

来沪交流学习。其后，“ 上海暑期学

校”依托沪上各高校选拔优秀外国留

学生，通过不同主题安排这些具有不

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的青年学生，进

行为期一个月的汉语学习和文化体

验活动。

外国留学生既可以参加以中国

传统文化为主题的项目，例如“ 中国

传统服饰、中国民乐、中国戏曲、武

术、乒乓球、中医、中国围棋”等项目，

也可以参加“ 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

海合作组织、西班牙语国家”等项目。

随着“ 上海暑期学校”承办高校

越来越多，特色项目越来越丰富，申

请参加的外国留学生也逐年增加。

201 4年，共有500多名外国留学生参

加了上海1 3所高校承办的1 9个项目，

7年来，累计有2000余名外国留学生

参加。

而“ 上海暑期学校”各承办高校

则结合项目主题与自身学术优势，为

外国留学生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传

统文化体验、老上海风情体验，沪上

知名企业参访以及上海周边水乡园

林游览等活动，为中外青年搭建文化

交流与促进友谊的平台。如今，这一

项目已成为上海城市的一张教育名

片和上海教育的品牌项目，对中国文

化感兴趣的国外青年学生都可以通

过“ 留学上海”中英文网站向承办高

校进行申请。

有意思的是，“ 上海暑期学校”

还为驻沪外交使领馆开设了“ 外交官

班”，深受使领馆工作人员的欢迎，今

年的“ 外交官班”也将于4月启动。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上海青年就业和婚恋状

况研究成果昨日发布，这是上海市青

年工作联席会议201 4年度1 0项重点

调研课题中的两项。结果显示，近四

成青年青睐“ 国有企业”，而相恋一

年及以内就结婚的“ 闪婚族”占调查

人数的近一半。

求职：考虑“ 上班远近”
据了解，本次课题调研工作前后历

时一年，由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团市委

负责课题研究的统筹协调，分别成立课

题组，扎实开展调研工作，累计发放问

卷近2万份，确保了课题有序推进。

《 引导青年树立合理就业观念的

对策研究》课题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局牵头开展，以本市求职适龄青年

（ 35岁以下）为研究对象。

该调研结果显示，青年最青睐的

是“ 国有企业”，比例为38.6%，而主

观上愿意到私营企业的仅为8.9%。在

择业方面，青年更喜欢公共管理和社

会组织业、社会服务和居民服务业以

及制造业，这些行业位居青年最愿意

从事行业的前三位。从薪资要求上

看，期望月薪在4000元以上的约占总

人数的55%，市场供给较难满足。

值得一提的是，在求职准备阶

段，青年人过于注重“ 上班的远近”。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青年

在求职过程中注重工作条件对生活

质量的影响程度，“ 但同时也反映了

不少青年人对影响自身职业发展的

因素没有正确的认识。”市人保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针对以上情况，相关部门已经开

始了先期实践。如市人社局与团市委

牵头开展的扶持失业青年就业“ 启

航”计划正在探索青年就业观念引导

和就业服务的实务操作模式，青年就

业“ 启航”计划也是今年团市委20项

重点工作项目之一。

婚姻：婚恋观总体健康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上海青年婚

姻的稳定性问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

研究所受上海市民政局的委托开展

上海市青年婚姻状况调查，主要调查

对象为上海户籍的35岁以下的青年

结婚登记群体。《 上海青年婚姻状况

研究》的922份样本问卷来源于8个区

的婚姻登记处的随机调查。

结果显示，恋爱1 年及以内就结

婚的“ 闪婚”不再是小众现象。“ 80

后”、“ 90后”的“ 闪婚”现象比较多，

相恋到结婚时间比较短。在本次调查

的青年婚姻群体中，相恋1 年及以内

达到403对，占45.2%，其中相恋不到1

年就结婚的，多达1 1 7对。

调研同时发现，男女的“ 理想

型”几乎一致，机关干部办事员、专业

技术人员、企业白领等三个职业均是

男女恋爱时对另一半的“ 首选”。

婚后，高达69%的青年夫妻选择

独立居住，只有20%的青年夫妻住在

男方父母家，2%选择住在女方父母

家，5%把男方（ 或女方）父母接来长

期居住，家庭连接度明显降低。同时，

超过60%的男女双方对“ 离婚现象越

来越普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一说

法持不赞同和不太赞同的态度，婚恋

观念总体健康。

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也将把此

次调研的课题成果继续巩固到青少

年发展的“ 十三五”规划中去，同时

建议在规划中明确相关青年就业创

业、婚姻家庭稳定的指标等，实现课

题成果的落实转化。

促教育公平论坛聚焦“ 一刀切”

“ 暑期学校”增“ 一带一路”项目

市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发布2014年度重点课题调研首批成果

上海青年婚恋观念总体健康

昨日，团市委也发布了今年上半

年共青团的重点工作，一系列引领青

年、服务青年、聚焦改革创新的活动

即将在4月至6月间展开。

据悉，本月下旬团市委即将召开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 十三五”规划主

题论坛，并启动“ 青年汇智团”招募

工作，在邀请政界、商界人士与青年

对话，探讨上海青年与城市的发展与

互动外，还将倾听、汇集青年心声、诉

求和想法。而10项重点课题调研的其

他成果也将陆续发布。

此外，今年“ 五四”，各级团组织

将围绕“ 创新，我们在行动”的主题

开展各类活动。团市委联合市档案馆

举办的“ 创新，我们在行动”主题展

览将于5月4日开幕，从历史的足迹、

现实的力量和未来的憧憬三个维度，

引领和激励上海青年在创新创业创

优中成长成才成功。同时，将举办

“ 创新，我们在行动”主题活动，邀请

市领导与青少年面对面交流。

团市委发布上半年重点工作[相关]

年轻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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