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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5批共74个新职业。新职业的发布，吸引着各
类人才不断涌入，为产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实现了就业与产业发展的同频共振。随着职业发
展潜能的不断释放，新职业的从业人员将拥有更大发展空间，新职业也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 朱慧卿 作

新职业 新动能

作业批改不随意写“阅”、严禁要求家
长批改作业……近日，省教育厅教研室发布

《浙江省义务教育阶段10门学科作业设计
与实施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共涉及小学语
文、数学、英语和科学，初中语文、数学、英
语、科学、历史与社会、道德与法治等十门学
科。对于作业的具体要求包括作业设计、布
置、批改、反馈四方面。

小小书包为什么变得沉重？繁多又低
质的家庭作业是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减负
先要从严控家庭作业的数量开刀。此前，各
地教育部门已经出台过一系列减作业、减补
习、减刷题的措施，效果明显。而“双减”政
策并不是简单的一减了之，在“量”减下来的
同时，“质”要随之提上去。这次我省发布的
指导意见，很多措施正是从提升家庭作业的

“质”出发，是“双减”政策的持续深化和
提升。

通读指导意见的要求，让人感觉非常具
体和详实，实操性也很强。指导意见把家庭
作业分成了设计、布置、批改、反馈四个环
节，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要求，形成了一个
完整闭环。就拿作业批改来说，明确要求

“及时、规范”。“及时”较好理解，那么怎样才
算“规范”呢？

指导意见提到，“坚持‘凡布置必批改’
原则，必须教师批改，不得要求家长或学生
批改。书面作业一般要求对每道题目进行
批改，不能只写‘阅’，更不能一次作业只用
一个‘√’表示”；“对有特殊需求的学生做个
性化批阅，如通过画笑脸、写评语等方式进
行激励性评价”等。

在很多人的成长印象里，“阅”和“√”几
乎等于批改作业的标准符号。看到它们，大
概相当于教和学之间的“验讫”。但是，教育
的过程并不是简单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
是师生间的双向互动。一个简单的“阅”与

“√”，远远无法充分传递“教”对“学”的评价
和反馈。学生可能只知道答题对了或者错
了，但是对在哪、错在哪？有没有对错之外更多元化的答案？
无从知晓。如果老师换一种批改方式，用启发式的语言、个性
化的评价传递一种鼓励和认可的态度，会让学生更容易接受，
也能更好地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热情，充分发挥作业巩
固知识和激励学习的作用。

前段时间，有位95后老师的评语就曾在网上火过一阵。
她的一位学生在考试中得到59分，这位老师最后打了60分，
还附上评语：“借你一分，下次记得还。”这样的花式评语，比冷
冰冰的分数更能鼓励学生，也能更好地体现“教育”二字的
本义。

当然，“走心”批改必然会增加老师的工作量。在作业总
量减下来的前提下，适当给老师这样的“增负”，其实有助于教
学质量和教育效率的提升。在具体落地执行的过程中，也应
不拘泥于形式，防止为改而改，变相走形机械操作，反而增加
不必要的负担。

让教育更温暖，孩子们就会更精彩。老师“走心”批改作
业，学生更会“入脑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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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不要慌，先发朋友圈”，如今成了不
少人的生活写照。但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
有时，微信朋友圈内的人际传播行为，也会被

“搬”进公共舆论场，演变成公共事件。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有在国企工作的

90 后，在微信朋友圈发布觥筹交错现场，被
质疑为权力勾结，引发轩然大波；有党员干部
在微信朋友圈转发新闻并发表不当评论，被
大量转发，造成不良影响；有网友在当地处于
封控状态时发微信朋友圈炫耀家人寄来的海
鲜，“凡尔赛”不成，反而引发公众质疑……

何以至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数字时代
网络传播特性有关。

一方面，信息可传播性大大增强。一段视
频、几张图片发布在微信朋友圈，瞬间就可转
发到微信群、QQ群、抖音号等其他渠道，文字、
图片、视频等不同信息形态之间几乎可以无障
碍切换，这大大增强了信息传播的便利度。

另一方面，信息传播范围大为拓展。使
用智能手机、拥有自媒体账号并且热衷转发
的人越来越多，微信朋友圈的“私人性”和“公
共性”界限逐渐模糊。一些敏感、争议信息，
一旦进入“病毒式”转发模式，要不了几小时
就能从微信朋友圈蔓延至整个网络。而信息
一旦脱离微信朋友圈语境，进入无垠网络，那
些解读、转发的人与你无关、根本不了解你，
也不会去深挖信息背景，更多是记住特定元
素、不断放大误读……

很多人可能难以理解：我的微信朋友圈
难道我还做不了主？或许，我们可以做主发

什么，但是后续的舆论效应和其造成的反噬，
我们却未必能做主，甚至根本做不了主。在
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要对微信朋友圈的舆
论场效应保有几分清醒。不散布谣言、不搬
弄是非、不辱骂他人是底线。特别是针对一
些容易引起误读的群体、信息、场景的发布行
为，更要慎之又慎。

比如，灾难救援现场的干部，被误读的
风险就较高。近年来，几乎每年都会有干部
救援现场图片被转发微信朋友圈后形成舆
情：或是被人打伞，或是被人搀扶，或是被人
背着蹚水……不排除其中确有官僚主义者，
但更多的干部并非网上所说是摆官架子。不
管是哪种情形，一旦被抽离出来，进入公共舆
论场，其解读就由不得当事人了。

又如，家暴、职场性骚扰、侵犯未成年人等
信息易成热点。因此，一些确非此类信息却易

让人联想的信息，就应谨慎发布。例如，老师对
学生的正常惩戒、同学之间的一般性打闹等。
此前，一位智力障碍少年捂住小区内孩子的嘴，
与其打闹，视频被发到微信朋友圈、微信群后，
少年被网友误会成人贩子，遭到人肉搜索。

再如，一些特殊场景下的行为。前段时
间，一位护士一边抢救病人一边手持手机的
视频被人发到微信朋友圈，引发“医生草菅人
命”的批判。而事实却是，该护士长时间救援
病人后正通过手机呼叫同事增援。当前，疫
情防控屡屡成为民众关注焦点，一些具体防
控场景如果被人掐头去尾放置到微信朋友
圈，也可能形成误读，应注意防范。

对他人微信朋友圈信息恶意解读肯定不
对，但作为发布者，在发布一些易被误读的信
息时也须三思。重视微信朋友圈的舆论场效
应，是网络传播时代每个人都要补上的一课。

“朋友圈”也是舆论场
刘晓庆

王 彬

“外地回家的乡亲们，有钱无钱回家过
年，欢迎你们回来！”近日，湖南省张家界市桑
植县县长梁高武喊话欢迎在外打工游子春节
回家过年并注意防护的视频，收获广泛点
赞。县长喊话，欢迎乡亲们回家过年，慰藉了
无数游子的心。此事在网上，也赢得了几乎

“一边倒”的叫好声。
问题是，一个看似很合理很正常很普通

的喊话，何以在舆论场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答案在于，受疫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非必
要不返乡”成为各地要求的常态，这就使得过
去几年很多游子没能回家过年，有的“打工
人”甚至已经3年没回家了。这种背景下，县
长的喊话，无疑击中了无数游子的情感软肋，
从而引发强烈共鸣。

这样的喊话，虽是常理，但很有“人味”，
所凸显的是对广大游子的理解和尊重。当
然，游子们也要对现实有一个理智清醒的认
知判断。毕竟“欢迎回家”的话语谁都会说，
能不能做到通过具体的优化举措让游子真正
方便回家过个好年，这才是重点。

比如，县长喊话中提到，建议5天内不走
亲访友，不参加聚集性活动，不进入公共场所
及人员密集的地方。春节假期总共才7天，5
天不走亲访友，这样的回家意义何在？与此同

时，更有一些地方仍在倡导“非必要不返乡”，
还明确表示返乡后不扎堆、不串门、不走亲、不
访友。如此的“不”法，令人难免心头一紧。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12月7日发
布的优化防疫新十条措施明确要求，非高风
险区不得限制人员流动。无论是“5 天内不
走亲访友”的建议，还是“非必要不返乡”的倡
导，是不是可能与新十条规定背道而驰？而
且，从过去几年的情况看，这种建议和倡导，
到了实操阶段，都容易异化成“一刀切”的强
制举措。这是民众的合理疑惑和担忧，需要
得到化解。

当然，这些建议和倡导在前，优化防疫
新十条措施在后，改变可能还需时间。希望
之后每一个地方，都能根据新十条措施及时
调整和优化政策，向返乡的游子们张开怀
抱，让他们的返乡路平坦而舒心，让更多人
真实感受到回家过年的快乐，看到生活恢复
正常的希望。

所以说，光有“热脸”还不行，好听的话容
易说，关键是有切实行动，返乡人才能有获得
感。近日，浙江一些地方表达了对提前返乡
学子的“拥抱之情”。这也是一种“热脸”，但是
期待更有实际行动尊重和守护他们。尤其是
广大城镇和农村地区，不妨就将其视为春节
迎接返乡游子回家过年的一次“演习”，好好
安置孩子们，把游子返乡路真正铺平。

喊话回乡过年：热脸背后须有行动喊话回乡过年：热脸背后须有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