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待高校培养更多正能量网红

家长与孩子一起上大学是时代进步
■观察家

□徐文华

据《河北青年报》报道，9月中旬，河北
环境工程学院开学时迎来了史上最“特殊”
的一位学生——— 父亲彭相虎，51岁，和女儿
考上了同一所大学，修读法律类专业。近几
年，类似家长与孩子一起上大学的报道频频
见诸报端，例如，甘肃人宋宝兴与儿子一同
成为西北工业大学新生、陕西人孙新科与儿
子成为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校友、哈尔滨人吴

静春与女儿一起考上大学……活到老学到
老，传播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不少家长经常把

“我们这代不行了，让孩子考大学”挂在嘴
边，试想，假如孩子也像父母那样不好好努
力，再指望他的下一代，又该如何是好？而那
些与子女一起上大学的家长，不仅要求子女
考上大学，自己也努力考上大学，给孩子做
榜样。家长和子女在同一个校园，谈论同一
个话题，面对同一个困惑，解决同一个难题，

这样平等的交流，也可以消除代沟。
这是个圆梦的时代，有梦想才会有追

求。宋宝兴早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再回
母校学习深造是他的梦想；孙新科要带动村
民一起做有知识有技术的职业农民；吴静春
从小喜欢画画，一直想当服装设计师；彭相
虎期待自己可以学有所成，以后创建律师事
务所……一个个梦想，给了家长学习的动
力，帮助他们插上知识的翅膀，提供了展翅
高飞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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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重庆工程学院开设“网红学院”一事近
日引发热议。9月20日，重庆工程学院回应
称，“网红学院”既不是独立学院，也不是具
体专业，而是学校与企业进行“校企共建”的
一个培训项目。有教育专家认为，高校开设
“网红学院”，是个不够严肃、不够理性的行
为。（9月21日《北京青年报》）
在网红经济如火如荼的当下，几乎已无

人可以对网红无视，只是当其与传统的高等

教育相结合时，仍难免引发争议。反对的声
音主要有：其一，高校开设一个学院或专业，
要遵循规范的程序和评估的过程。其二，网
红只是一种新兴的社会流行现象，没有相关
的学科内涵，也没有经过长期的沉淀，还不
能够成为一个学院或专业的基础。其三，网
红能不能成为职业，也需要时间来检验。
应该说，这些意见并非全无道理，也值

得认真倾听。不过也要看到，此次重庆工程
学院的“网红学院”，实质上只是一个职业培
训项目，是与市场对接的一次尝试。高校的
态度是谨慎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就是要解决
部分学生的就业问题。据报道，目前参加的19
个学生均属自愿报名。对目前所开设的直播技
巧、形象设计、表演、心理学、录小视频上热门
等课程，学生也很欢迎。显而易见的是，这种
“校企共建”的方式更容易接地气。
近年来，网络直播大行其道，自然需要

大量高素质、专业化的网络主播。虽然各大

网络平台给人的感觉似乎到处都是主播，但
其间鱼龙混杂，乱象丛生。很多企业负责人
也深有感触，有时寻找一位高水平的主播并
非易事。正是看到了其中巨大的人才缺口，
社会上逐步兴起了大大小小的网红培训。而
与众多社会培训机构相比，高校无论在生源
素质还是师资力量等方面，应该都具备一定
优势。同时，高校还能给学生更全面的教育，
培养出更有担当、更具责任感的网红，传递
更多正能量。
对于“网红学院”，还是应该采取包容审

慎的态度，不妨让其开一段时间，看一看成效
再说。同时，“校企共建”的这一模式也值得借
鉴，只要学校能与企业通力合作，双方都真正
负起责任，对学生就业也是一大利好。
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时代，除去网络主播
之外，今后将会有更多新职业出现。无论公众
还是高校，都应放下傲慢与偏见，给创新留出
足够的成长空间，交给时间去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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