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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母三迁”的故事已为大家所熟知。孟子的母亲为了让年幼的孟子获得

优秀的教育和环境 ,宁可三次搬家。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教育的重视可见一斑。

进入马年 ,购房者在选房时 ,教育因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一道关于房子的难题

最近芝罘区的王先生遇到一个难题。

刚到烟台 2年多的他打算买一套房子下半年结婚用 ,但由于积蓄少 , !

"#$%在一&刚'()*+。和,婚-./了01 ,2于3到一456中7

89的房子,:;<= ,可>?题也@ABC了。

“D时+E9F到GHI ,可JKL了M子 ,NI+O>个?题P。”王先生

Q。“RST幼UV和WOX9了 ,Y>Z[Z\ ,]在+下E的时^ ,可!_<

`来。”

,婚-也abcdF :“Je f得房子g买<h , 0<ij!买得h了 ,

kYlmRI多?题 ,对于noRpqrstuvwFxGHI ,但M子的事

y<!马z。”

{Rc,买房的事|}~了下来。

教育资源越来越被看重

�了王先生 ,<少购房者]在面临bc的难题。

@着人o对文化的'求越来越高,教育成了生活当中必<可少的因素。大部分

购房者在审查时�了看)*u身的条件A外, kY看)*内、外教育和人文环境

等。而优质教育资源也成为决定房:的一个重Y因素。<少质/和:;颇为吸引

人的)*,{因为缺少教育资源而|忍痛割爱。而bc条件下,“名校”相伴的)*

:值Y高许多。

“优质教育资源 ,为)*增添了含金/和吸引力 ,给予)*更多附加值 ,成

为地产界突破的方向。”一位多年从事房地产销售q作的人士Rc告诉记

者。

据悉 ,L&)*引入了“名校”,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程教育示范)*”。而L

&)* ,在规划A初{包含了幼UV、WO等教育服务 ,|看作>优质配套)

*。Rp教育配套 ,增加了)*服务内涵。L&)*直[在广告中将教育资源

作为卖F ,也吸引了<少购房者的注意。

学区房紧俏但要擦亮眼

记者走访中了解到 ,买房人选择购买重FO校附近的)* ,主Y>为了借

助“O区房”的方便 ,J便M子日K可J在该片区内+O。但> ,实际y况并非如

此简单。

事实+ ,L&)*虽然5重FO校很近 ,但并<属于该重FWO片区内的生源。

+述房地产销售人士告诉记者 ,开发.在销售期^ ,多数会强调该项#所在位置临近哪&重

FO校 ,给买房人一p该)*{>属于该O校片区的=f。其实 ,该)*将规划到哪个片区入O ,开

发.也Q<清。另外 ,kL一&)*与名校“联姻”,业主在享受到优质教育的b时,也Y|动承担高

额教育费用。

<可否认大多数开发.!够立足本地 ,真正想办0教育配套设施 ,为业主提供优质教育资源。

但<排� ,L&开发.引进名校 >为了热销新开发的)* ,一旦)*卖$开发.走人 ,本来{G

L多少投入而引进的“名校”极L可!抽身而走。R{又为“名校”的噱头增加了一t<确定因

素。

“虽然总的来Q?题<大 ,但在购房ek>Y擦亮眼睛 ,<Y|蒙骗了。”R位人士Q。

教
育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条
件

大

O |称

作

象 牙 塔

，

> 人 o 向 往 的 阳 $ 、

青春、活 力 A 地

。 然而，

近几

年发生 在

校

V

里

的 一 系 列 暴力 冲

突

事 件 ， 令 社 会 各 界 震 惊 。 人 o 在 为 R & 年 轻 生 命 凋 落 扼 腕 叹 息 的 b 时 ，

也 对 此 C 象 进

行

了 深 t

次剖 析和思l。

从 社 会

O

的 视

角 来 看

，

大

O校V发生暴力冲突事

件

的深t次原因 在 于，当事

人

在 个体社 会化 的程̀中

, !

形成正常

的

人

;，

即

与个体

社 会化<足

密 切

相关。 个体社 会化 的 内

i包括 技 !社 会

化、 : 值 体 系 社 会

化、规 范

社

会化 和角 色

社 会化

。人; >指个体 通`

社 会化

而形

成

的

理 念

、

态 度、

性

;

和习 惯等

，

>个 体比8

稳

定的 生理、

7

理素

质

和行

为

特 征的总和。个体

社 会化 的#的>塑 造 健

全的人;。 所谓个体社 会

化

<足 ，>指个体社 会化

内

i

+的<全 面

或

<恰当，

具 体

表C为当事 者 的7理素

质

社

会化偏 低、角 色社 会化<当 、行为规 范社 会化缺失和

:

值

体系 社 会化<

足。

C

实社 会对人的7

理

素

质Y求越 来 越高，特 别

>

健

全的人;、

u n认

知!力、人

际交往!力 、

7

理 应 变!

力

、

竞 争 协作!
力 、
承 受
挫 折
!力 等。在性;方 面，' Y

拥

Lu知、u信、u爱、u强等品质。R &非
智力
素质
对
人的社 会适 应 具L十分重
Y
的作用，>个体进 入社 会
的 入
场券和通 行 证。
高 校
在
注
重 文化 知识教 育 的
b
时，
更 注
重

O生 的7理

素
质
培育
与7
理健 康教 育， 提高他o
的道 德
修 养J及对 生命的尊

重 。

加强

大

O生u n
认知
!力 的 培 养

。

高 校
应 建
立大
O生社交活动
中7
， 并
建立
参与 社交活动
的激 励 机 制。
倡导大O生尤
其> L交际障 碍
的 大O生走B
寝 室、
E级、系部 、校门，开展 跨
系
部、
跨
O校的社 会交际活动
； 创 造 良

0

的校

V环 境 和

集 体氛
T，激发大O生人际交往
的
主动性、积极性，使他o了

解和

认识校V内外的 生
活
和他人。在与外 界的[触互动中，引导大O生认 清un角色，领悟他人对u v的
角 色
期望，形成与他人期望相一
致的
行为模式，扮演0u身社会角色。注重大O

生的

法
制教育 。 大O生4于成长成才的关键期 ，在 大O生规 范教育中必须注重法制教 育，引导大O生增强法 治意识。然而，# e高 校普遍重视大O生的德育 教 育，对法制教 育 的 重视程度k <够。因此 ，高 校应将法制教 育与道 德教 育L机结合h来， 实 行 法 治与德治、他律与u律、 惩 罚与激 励、C实性规 范与思想性追求的功!互 补，L效增强大O生的法 律 法规d念。加强大O生“三d”教育 。正 确的世界d >青年健康成长的关键，积极的人生d !够使O生产生满足感和幸 福 感，科O的:值d >决定健 康的7理基 础。因此，高校应加强大O生的世界d、人生d和:值d教 育。 一>组 织O生认真O习马克思主义 基本理论，认 清树立 正 确的世界d、 人生d和:值d的 重Y意义；二>组 织O生积极参加社 会实践，在实践中加强锻 炼；三>引导O生树立2身O习的理 念，<断改造u v的世界d、 人生d和:值d。

注重大学生心理素质培育

中国

{业6 场的

两

个w主2于走到了

一h

。

2014

年春节̀ K，在政 府部门举办的

面向农民q

的专 场

招聘会

+，更多地BC

了大O

生的身影 。

媒

体报道，在

北京 经 济

技术开 发区的“春风行动”专场，本地招聘6场L<少大

O专科

生

，

甚至 L

本

科生BC 。类似的y

况，

在成]、武汉、+海等大城6

农民

q6

场频频BC

，但>大O生比例 更 大。比如

武汉20 0 8年“春风行动”中

劳务6场大O

生 比例<到

1 0 %

，

农 民q 占到

8 0 %，

但

2 0 1 4年武汉的劳动力6场中

，大O生比

例

h码占

到了4 0 %

，

农 民q比例 L2 0 %左

右。

对

此 ，

国

务 院 农 民q q作领导W组办

公

室主任、人 力 资

源社 会保障

部 副

部

长 杨 志 明

表示，

R一

C

象对

农 民

q {

业影 响

<大，

如果Q L

，

也

>互 促 互

进 。

更

L评 论者 为 此

击 节 叫0。

言 辞中充

斥着天

真 的浪 漫 主

义y怀 ：农 民 q 与 大 O

生 的职

业 取向G L

天然的 界 河 ， { 业  L

6场， L合

适与<合适，G L民q与大O

生A分

， G L必Y

对应

身 份

人 为 划 B 一 条

硬 杠 杠。

如果仅从抽 象、空 洞、绝对正 确的 职

业选择u由、劳

动

无g

贱

、人;身

份

D

等

+ l /，

则很i j

得B一 个无比

振 奋人7

的 结论：昔

日高 高

在+的 大O生

2于 在严

峻的{业压力下，低下

高

傲的

头

颅

，积

极

转变d念， 投身到火热的基t生产一线

，

靠 勤劳的双 手开启u v的 中 国

梦。

R c的语境貌似顾大局，L f悟，

却

往 往掩 饰了?题 的实 质，无助于科

O系统

地寻求 破 解A道。

中 国 的 结构性用q荒已经

a续

了 多

年，

 > @

着经 济 结

构调

整、产业升级的

步 伐日益 凸 显。每到招q旺 季，各

地

企业

主想尽一切办法，

纷 纷提高q资收入 。 近

日 ，

重庆 网 友发帖

“晒”

B一

张建

筑q地

的 “ 民

q q

资单”

，+ 面显示

，最高

的 月

q资

L14000元，最

低的 也L

5000多元，引h

轰动。但

即 使在收入

待遇显 著+升的e提

下，武 汉 劳动力6场仍传B如下新

闻 ：今

年富士康缺口

5000个， 联 想集团也缺

口

400人，形成鲜

明反 差 。

按 照专家 的解释，

B C R一C象的

根

源在 于@着农村 剩 余劳动力 增/下

降，

劳

动力红 利时代走 向2结，

加+独生 子女

一

代更 加追

求个性独

立

，流

动性 加

剧，而且

国 家 近&年惠农 政策显C效 果，

中西

部经

济走 高，

越 来 越 多 的农 民q

选择

致富

< 5

乡，

导致东部q业城6劳动

力总

体供

应下

降。

必须提醒的>，

劳 动 力 红 利 时 代

逐步

走 向2结 在C s段 >个趋 势，

且@

着中

国快 速城镇化q业化 的 进程，

仍L大

批剩

余劳动力' Y <断从土地中解% B来，轻

言中 国 用q短缺# e L &为时尚 早。

其中核7 ?题>：

中 国 用q主流

城6

G L为[纳新一代农 民q做0准 备。虽Q

企业q资福利水D R &年 一直a续+升，

但C行的户 籍制 度、

k在改

善的社保制 度

却>更为严 峻的关山。而R &年政 府着 力

完 善基本 社 会保障 体系，

但 由 于涉及

?题

庞 杂，

农 民q养老 医 疗的6

民待

遇 和

跨省

[续]存在执行瓶 颈。此

外，各

地

保障

房

建设纷纷提速，但T绕外来人口在

分配

+

却充满着争议。R&难题解决h来]非朝

夕可{。

那I，大O生!否填补农 民q

短缺

留

下的空白？在连年扩招A下，2014

年大

O

毕业生将创纪录突破70 0万人，毕

业即失

业会成为更多寒门O子的

常态

。即便如

此，他o涌入农民q{业6场更多的

>

一

p|迫的无奈，s段性流动性会更强，本

质+无法成为企业一线稳定的员q；

更重

Y的>，由当下教育理念和模式塑造

的大

O生毕业生普遍无法适应

企

业转(

升

级

对高端劳动力的'求，硕士生到企业

K

再

回炉的消息已<时见诸报端。

当务A急<>将C行

高等

教育培养

的大O生

改

造成

高端农民q，

而

>

改革C行

教育结

构，像重视发展世

界一流大

O

一c

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像重视 对211大

O

的

投入一c重视对职校的投入，像尊重大O

毕业生一c尊重职校毕业生，并实C

真正

的校企培养、分 配联 动 ，为

企

业输\货

真

:实的实用(人才，进而为提升中 国

产

业

乃至社会的核7竞争力夯实基础。

因此 ，稳定 当代农 民q队 伍的核 7 <

在 于企业 单纯加r，而在 于相关社 会

制 度

和管理的改革和完 善

。而 解 决大O生{业

难 的关键

在 于 中 国 教 育

体 制的

变

革

和

转

(，尤其>职业教 育 的大力推动。

当下 大

O生与农 民

q抢 饭 碗 >一

场令人忧m的逆流动。如果您 继续单纯地

为 大O生转变d念喝 彩，k <如奉 劝

一&

公务员下海，勇于蜕变成$荣的农 民 q厚

道&。

大学生与农民工抢饭碗之忧

知识>一本书，书>大门

的钥 匙

，

你 Y用钥 匙才!

打开大门，

所L的困难 也会@ A解 决。 知识的 进步推动了

历 史的发展，

促进 了人类

的 文明，世界

+流行R c一p Q

法：

看一 个 国 家，

一 个民族>否繁荣、

富强、

{

看R个 国 家，

R个民族的人民文 化 知识水D，

技! >指O习

者 在

特定#

标指引下通

`

训 练而逐渐

熟练 掌 握

的 对 已

L的 知识经验

加J运用的操作 程序。

当代大O生

应该拥

L高尚的

品;，

丰富的 知识，

熟练

的技!。三 者

合一，

全 方 位，

全新的当代大O生 。所

J，作为

一名年轻而应该L为 的 大O生，

必须 改变束手 待 职的细

想

和做法，从O

业

、思想、

交际道 德 修 养等 方 面来认识发展

和

充实u v，

掌 握熟

练

的 知

识

与技

!，J具备

对,来 进 入

社

会做0准 备，R >当代大O

生 素

质教 育 中

<可或

缺

的 一

课，也>大O成才的必备基石。

@着n国6场经 济的建立和 知识经 济的 到 来，社 会对

人才的 知识结构提B了7的

Y求

，创新>知

识:

值

的

核

7，如

何优 化，

建构

具L

创新

活 力

的 知识结

构适 应时代

发

展的Y求，>高 等教 育 和 大

O生

Y面对 和

解 决的 重 大

课

题 。作为当代大O生，

n o

肩 负的历 史使命>艰 巨

的

>继

往 开来 的，套 用

季

羡 林 先 生 的 一句 话

{ >

一p

“ 对

人

类

发

展的承+启下，承e启K的责任 感。”

科O发展d，

{ >“坚

a J人为本 ，

树

立

全 面 、协

调、可a续

发

展d，

促进

经 济社

会和人的全 面发展”。

 L合理的 知

识结构，才具L潜在 的

创 造功!，知识结

构越合理，各

部 分

的 知识 协调的 越0，

知

识系统 的内化 生成功!越强 ，其创 造力系 数{越 大，

所

J，

n o当代大O生必须u f地优 化，

建

构具L创新活 力因 子

的u身合

理知识

结构体

系 ，强化u f

的

创

新意识

，提

高

创

新!力。

作为当代

大O生

应该

庆幸认识u

身

的技!

结构在

奠

定基 础和求职择业中 的 重Y作用，

更具

C代社 会的发展

'

Y，

塑 造u v、发

展u v

、

完 善

u v、

J

适 应C代社 会

{ Y

Y求。

大 学 生 如 何 适 应 现 代 社 会多 媒 体1 1 01张 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