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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张少年仰头赏樱花的照片在衢

州市民的微信朋友圈中不断转发。照片里，

一个穿校服的少年驻足仰望头上怒放的樱

花，那么专注，那么和谐，那么美好。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照片中的场

景发生在衢州高级中学校园内，照片中驻足

赏樱花的少年名叫许叶煊，是高一音乐班的

学生，拍摄者是衢州高级中学校长周晓天。

“樱花树下美少年”“在听花的怒放”“可

亲的校长，可爱的学生”⋯⋯一位校长，随手

拍了一张学生赏花的照片，没想到令网友们

深受触动，为何？

樱花、少年、微雨、独立⋯⋯少年在欣赏

樱花的美，人们则欣赏到了其间的美。美可

以丰盈人的精神，提升人的境界，开阔人的胸

襟、格局，让人享受诗意的生活。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美育

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吴冠中曾经说过，现在文盲不多了，但美

盲很多。确实，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美育

很多时候处于空转状态。

如何让美育落地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

将之贯穿学校教育过程，是一个基本共识。美育

是身心浸入的教育，孩子们在教育中感受美，教

育本身浸润在美感之中，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

受教育者，这都会成为愉悦的生命体验过程。

美的熏陶，关键在于让学生拥有一双善

于发现美的眼睛，而这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

于老师具有一双怎样的眼睛。

“看你站在路中间，久久地仰头赏花，根

本没有注意到有车子过来，那么专注，我不忍

心按喇叭惊扰你，我就拿出手机拍下这美丽

的瞬间。在今天的教育环境里，学生被沉重

的课业负担压得根本无心关注身边的美好，

所以你凝神赏樱的姿态瞬间打动了我，这不

就是一个少年在春天应有的样子吗？”周校长

的随手拍，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校长的可

亲，更展现了他的慧眼识美。

美在世界上到处存在，但需要有人照

亮。衢州高级中学曝出这样的新闻，偶然中

有其必然性。这桩看似不起眼的小事成了

“爆款”，对其它学校，同样值得深思。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精神压力不断增

大，这很容易使人的内心生活失去平衡。实

事求是地说，眼下一些学生的心理问题与功

利的应试密切相关。而美育是超越功利的，

在缓解学生心态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

价值。

樱花少年刷屏，启迪我们开展美育要善于

从孩子的身边做起。美育，不仅仅是教学生学

会欣赏音乐美术，更应该让青少年拥有一双善

于发现美的眼睛，从而对万物心怀感恩和珍惜。

让每个少年学会欣赏身边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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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

监管总局联合制定《常见类型移动互联网应

用程序必要个人信息范围规定》，明确移动互

联网应用程序（App）运营者不得因用户不同

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息，而拒绝用户使用App

基本功能服务。《规定》明确了 39 种常见类型

App 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将自今年 5 月 1 日

起施行。

这个规定，让个人信息保护前进了一大

步。

市面上有许多 App，有些 App 为生活所需

不得不用，有些 App 是手机厂家绑定的，没法

卸载。App 太多，令人不胜其扰。许多 App 运

营方不管用户同不同意，会向用户索取手机

号码、身份信息、地理位置乃至于面部识别生

物信息。给吧，不放心；不给吧，就要影响App

使用功能，让人左右为难。

而刚刚出台的“规定”，非常详细地列明

了 39 类常见类型 App 的基本功能，以及所需

要的必要个人信息范围。同时规定，App运营

方不能因为用户不同意收集非必要个人信

息，就拒绝提供基本功能服务，否则用户可以

向有关部门举报。这意味着，乱收集个人信

息，今后就是一种违规行为。

这 39 种类型 App，涉及多数人普遍使用

范围，既包括地图导航类、网络约车类、快餐

外卖类、邮件快递类等日常生活所需，也包括

婚恋交友类、学习教育类、投资理财类、拍摄

美化类等功能性应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App大多只需要个人手机号码等必要信息，而

无须像以往那样，提供一大堆信息。还有好

些App，甚至无须个人信息即可使用基本功能

服务，如在线影音类、短视频类、运动健身类

等。这就是说，如果这些App再向你索要个人

信息，你就可以举报了。

在个人信息保护法尚未出台前，先从公

众迫切需求入手，抓住个人信息保护的痛点，

制定出台管理措施，不失为务实之举。“规定”

的制定，会让那些钻法律空子的App运营者心

存忌讳，不敢再像以前那么随心所欲。

当然，也不能天真到以为相关文件出台

了，个人信息就能够得到妥善保护。个人信

息非法交易已成为一种获利来源，有些App运

营者不会甘心，很可能会变着戏法，通过各种

手段来收集个人信息，包括用某种办法引诱

或胁迫用户同意。对此，个人要提高警觉。

相关规定也需要有配套的执行细则。如

举报违规App后，管理部门会采取什么惩罚手

段——是不是象征性地“罚酒三杯”？若这样

的话，可能就误判了个人信息保护的严峻性

和复杂性。

不管怎么说，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划

定必要个人信息范围，对App收集个人信息加

以规范，具有实质性的积极意义。

划定必要个人信息范围，抓住了App整治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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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义务教育阶段，可能家长以后

不会知道孩子的考试成绩和排名了。近日，

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义务教育质量

评价指南》有关情况。“评价指南”明确，义务

教育要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倾向，严控考试

次数，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杭州市凤凰

小学“一张‘无分’成绩报告单的评价故事”入

选教育部典型案例，被点名表扬。

这引起了家长的广泛讨论。一些家长急

了，担心看不见分数、不知道孩子定位，学习

盲目性大了。有家长发问，在目前的升学体

系下，孩子最终得过中考、高考这几关，“不公

布成绩和排名”等举措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

撼动“唯分数、唯升学”？

这个家长的提问，确实触及了教育评价

体系改革的核心，触及了多年来横亘在素质

教育之路上的巨大障碍。

“不公布成绩和排名”，相比较而言，在小

学阶段推行起来阻力小，在初中阶段阻力

大。小学现在实行的是“公民”同招，民办摇

号，机会均等，不需要拿成绩说话，升学择校

的压力已经基本没有了。而初中三年要面临

中考，“不公布成绩和排名”如何落实、家长是

否认可，面对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此外，“不公布成绩和排名”实施后，该

如何科学地反映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呢？

目前，浙江一些地方采用的是等级制评价，

比如，规定优秀、良好和合格各占比多少，

只要比例设置合理，一样能准确反映出学

生整学期的学习情况。这也是国外一些学

校常用的办法，不提供直接分数，但提供参

照。

可是，一旦进入升学考试的背景中，问题

就来了。中考一分之差能落下好几十名，十

分之差就可能落下一个档次。平时学习中，

粗线条的等级评定是无法反映出这种差别

的，也就是说，同样是优秀，这个优秀和那个

优秀相比，差别可能还挺大。同一所学校是

这样，不同区不同的学校也可能存在差别。

这正是现实中比较难操作的原因。

家长对成绩和排名比较留恋的另一个重

要原因，是认为可以激励孩子们形成你追我

赶的学习氛围。大家都是从学生时代走过来

的，深知良性竞争有利于成绩的整体提升，自

然也知道把学生的成绩和排名公之于众，对

部分学生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如何把握其中

的平衡，这个问题不可回避。有些学校的办

法是让个人知情，对大家保密，其实是个可行

的办法。

家长们的焦虑可以理解。在教育改革

中，评价体系的变化如同指挥棒，指哪打哪，

所以需要格外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要保

护，学习的基本规律也不能背离，这就需要教

育部门开动脑子多想想办法。

在“不公布成绩和排名”的背景下，适度

的竞争如何能够继续保持，教育效果如何能

够不降反升，这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推行“不公布考试成绩和排名”，需打消家长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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