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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贠秀军

每年高考放榜后，志愿填报便成为
千万家庭的头等大事。家长们彻夜研读

《志愿填报指南》，考生绞尽脑汁计算分
数与院校的匹配度，不少家庭甚至花费
重金寻求志愿填报咨询机构的指导，只
为让孩子“一分不浪费”地挤进“最好的
学校”。然而，这种看似精明的策略，实
则隐藏着认知误区——分数不是唯一标
准，盲目追求“不浪费一分”，反而可能让
孩子错过更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

在当前的高考录取机制下，分数作为
最直观的衡量标准，凝结着学子们的努力
和汗水，家长自然希望每一分都能用到实
处，甚至最好能“高攀”一点儿。但在实际

操作中，这种朴素的愿望往往异化为“分
数利用最大化”的执念——不少家长将

“用足每一分”奉为金科玉律，唯恐“高分
低就”辜负了孩子的努力。殊不知，如果
学生为了“不浪费分数”勉强进入名校的
边缘专业，或不考虑个人兴趣能力，盲目
挤进人工智能、金融等看似前景广阔的专
业，未来可能面临学习动力不足、职业发
展受限的困境。相反，若选择真正热爱的
方向，即使学校排名稍低，也能因持续的
热情和不懈努力走得更远。

志愿填报的真正意义，是帮助学生
找到适合自己的人生方向，而非将高考
分数精打细算地“变现”。分数并非志愿
填报的唯一参考，考生的兴趣和特长、职
业发展规划、国家人才政策以及社会人

才需求趋势等都是重要的参考因素。志
愿填报的过程，应该是考生认识自己、
规划未来的过程。与其耗尽心力追求

“一分不浪费”，不如静下心来思考：什
么样的专业方向，才能真正激发孩子的
潜能？

理性客观的志愿填报策略，是先规
划人生，再匹配分数。考生在选择志愿
时，首先要思考“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次才是考虑“我的分数能上什么学
校”。可以通过查询资料、咨询专业人士
等方式，深入了解各专业的学习内容和
就业前景，避免被专业名称或社会偏见
误导。对家长而言，志愿填报是培养孩
子独立决策能力的重要契机，与其强加
个人意愿，不如引导孩子综合考量自身

兴趣、职业规划，鼓励其做出理性选择。
即便选择存在风险，也应给予适当的试
错空间，因为成长本就是不断探索和调
整的过程。

从长远来看，人生不是“一次填报定
终身”。高考志愿只是人生长河中的一
朵浪花，而非决定命运的闸门。与其耗
尽心力追求“一分不浪费”的短期最优
解，不如教会孩子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待
成长。志愿填报的智慧，恰如人生选择
的智慧：比“精准匹配”更重要的，是保持
开放的视野与调整的弹性；比“一步到
位”更可贵的，是拥有随时重新出发的底
气。别让“不浪费一分”的执念，困住孩
子拥有无限可能的人生。

别让“不浪费一分”困住孩子的未来

□ 赵鹏

“别嫌阿姨啰唆，真的是有太多的放
心不下。外卖虽然方便，总不如自己做的
营养健康，熬夜加班的时候别总拿泡面凑
合。难过委屈了，千万别一个人扛着。工
作压力再大，学习再忙，都要好好吃饭。”6
月20日，在延边大学2025届毕业典礼上，
该校食堂阿姨刘晓梅上台演讲，一句“要
好好吃饭”让无数毕业生破防。网友评论
称，“第一次见食堂阿姨上台讲话”“这个
发言，没有套话，全是感情”。类似的情景
也在西南政法大学上演。校长在致辞中
特意转述了宿管阿姨、食堂师傅、校车司
机的临别赠言。这些平日里默默无闻的
校园工作者，用最朴素的语言为即将远行
的学子送上温暖的祝福。

“要好好吃饭”之所以直抵人心，是

因为它足够真实。相比程式化的毕业演
讲，食堂阿姨的“15000个饺子”“别拿泡
面凑合”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她不是站
在高处讲大道理，而是像长辈一样，关心
学子们的日常。这种接地气的表达，让
学生们感受到的是真心实意的关怀。当
算法推荐充斥生活，当人机交互越来越
频繁，这些来自真实人际互动的温暖显
得尤为珍贵。

“食堂阿姨上台讲话”这一举动，让
毕业典礼的聚光灯聚焦在了这些平凡岗
位的工作者身上，让我们看到了大学教
育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我们常说大学是
教书育人的地方，大学教育不仅发生在
教室和实验室，也存在于食堂的饭菜里、
宿管的关心中、校车的往返间。学校让
这些普通劳动者站上毕业典礼的讲台，
实际上是在肯定他们同样是教育的重要

参与者。
“食堂阿姨上台讲话”也折射出了教

育理念的转变。在注重分数、排名的当
下，我们开始重新关注这些无法量化的教
育价值。食堂阿姨的“要好好吃饭”，宿管
阿姨的“常回来看看”，传递的是比专业知
识更基础的生活智慧，是面对挫折时的心
理韧性，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同理心。

延边大学让食堂阿姨站上毕业典礼
的讲台，西南政法大学转述后勤人员的
寄语，这些做法体现的正是对教育本真
的追求——培养优秀的人，而不仅仅是
优秀的学生。教育的温度，就藏在这些
平凡的细节里。多年以后，这些毕业生
或许会忘记校长演讲的具体内容，但一定
会记得这位叮嘱他们“要好好吃饭”的食
堂阿姨。因为这样的关怀，是最珍贵的毕
业礼物，也是最接地气最朴素的教育。

“要好好吃饭”何以直抵人心？

□ 刘学

近日，广西桂林高考女生结束高考
后，挑着行李回家的视频感动无数网友。
有网友感叹，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用自立

“挑”起未来。
曾几何时，本属于孩子自己的事情，

绝大部分被家长承包了。这些事无巨细
的包办，导致有些孩子遇到一点小事就找
家长，却不会想办法予以解决。

孩子须自立，家长当放手。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这是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养成
的重要习惯。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每一
件小事，孩子不仅能学会生活技能，更能
在心中种下自信的种子。当孩子对自己
的事情负责，他们就会更加积极主动地处
理问题，学会独立思考和自主决策。

当孩子学会对自己的事情负责，明白
每一个行为都有相应的后果时，他们会更
加谨慎地做出选择，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
承担责任。通过这种方式培养的责任感，
将伴随孩子一生，让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成为可靠、有担当的人。

自立能力是孩子成长的翅膀，正是有
了家长的放手，才能帮助他们飞向更加独
立和自信的天空。

孩子须自立
家长当放手

□ 苏士仪

防晒霜“0 岁可用”？随着气温逐渐
升高，防晒霜也迎来销售旺季。然而，记
者近日调查发现，一些防晒产品存在虚假
宣传、随意调整使用者年龄区间以忽悠消
费者购买等问题。

在我国，宣称防晒功效的化妆品属于
特殊用途化妆品，需经过严格的把关程序
方能上市，对儿童防晒产品的管理尤为严
格。但一些商家为了提高销售量，将歪主
意打到了“0 岁婴儿”的身上——公然宣
称自家的防晒霜“0岁可用”“适用于0~12
岁”，其营销手法无疑突破了本该严格遵
循的商业伦理。对此，无论是相关平台还
是监管部门，都应当依法依规对商家的违
规操作予以处罚。要明晰的是，婴幼儿的
皮肤不是商家产品“试验场”，商家也不能
为了赚钱就向婴幼儿下手。电商平台和
监管部门也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以更严格
的举措做好准入与监管工作，更好护航婴
幼儿健康成长。 据《新京报》

防晒霜向“0岁婴儿”下手
是突破底线之举

危险的“调停者” 徐民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