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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会不稀奇，但连开 3 天、每天开 6 小时的家长会

却是第一次听说。近日，四川成都某实验小学通知学生

家长，需要参加为期三天的家长培训会，引发网友热议。

究竟是什么样的家长会，需要连开好几天？该校工

作人员称，家长培训会每年组织，此前是五天，今年缩短

为三天。活动主要针对一年级新生入学前的相关事项，

每一场培训都有专家。

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当然要直面适应问题，很多家长

也颇为焦虑。在这样的情形下，对家长进行相关培训，帮助

家长端正认识并引导孩子尽早适应小学，非常有必要。组

织这样的活动初衷没问题，但这种集中“轰炸式培训”的方

式却有待商榷。

连续几天“集中轰炸”不仅效果有限，而且会给家长

的工作生活带来影响。虽然该校工作人员表示不强制家

长全程参加，可以请假或请长辈来听。但在通知中，该校

明确建议，为确保培训效果，请家长根据学校培训时间提

前做好工作安排准时参培、全程参培，并做好笔记，其言

下之意不言而喻。作为准备入学的新生家长，敢轻易请

假吗？

学校应该体谅家长的难处。平心而论，该校新生家

长培训会的安排确实有些任性，其背后所折射的“挟孩子

以令家长”的思维应当深刻反省。连开 3 天的离谱家长

会固然是特殊事例，但学校动辄“绑架”家长的情况却带

有一定的普遍性。尤其是一些小学，从作业批改到课堂

值日保洁，再到监督学生考试，在家校共育、家校合作的

旗号下，家长纷纷“自愿”参加，甚至成为一支随叫随到的

“编外教师”队伍。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少学校和老师总觉得只要是

为了孩子，家长就应该无条件服从要求。问题是，纯粹就

教育效果而言，也不是啥事情都应该让家长“深度参

与”。毫不夸张地说，这种动辄“绑架”家长的做法，其实

也是学校在推卸自己的教育引导责任。倘若不能彻底扭

转这种思维模式，就很难形成良好的家校互动沟通。

网络时代，很多学校开家长会，能在线上解决的尽量

不集中开会，确实需要当面交流的，通常也当选择合适的

时间进行。在家长普遍重视孩子教育的当下，无论是线

上家长会还是线下一两个小时的家长会，都能取得不错

的效果。家长不会感到有压力，学校组织起来也容易，何

乐而不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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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毕业季，不少高校陆续举办毕业典礼。7 月 4

日，北京大学 2023 届本科毕业生李嘉欣的选择与众不

同。她在学位服上搭配云肩，穿着马面裙参加拨穗仪

式。新闻很快登上热搜。网友们欢呼：太好看了，把传

统文化传承下去。

云肩一披，学位服即刻拉满中国风，引来叫好声一

片。当下，穿学位服、戴学位帽、导师拨穗正冠等环节

已是高校毕业典礼的标配。由于现代教育制度源自西

方，我国大学生所熟知的学位服直到 1994 年才统一规

范。即便是我国自己创作的学位服样式，其蓝本依旧

沿袭西式风格，较少体现中国文化元素。

早年间，每到毕业季，学生们多是规规矩矩地穿着

学位服，站到一起拍照留念。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

中国学生选择在毕业典礼上，将传统服饰与学位服叠

穿亮相。前有中国留学生穿汉服参加毕业典礼走红，

如今又有北大女生穿马面裙火上热搜。特别是Z世代

以来，毕业时诸同学的花式创意可谓千姿百态，总是会

整出不一样的风景。

这自然与年轻一代不拘一格的个性相关，背后更

离不开传统文化渐成风尚的推波助澜。根据中青校

媒调查发现，45.49%受访者有过穿华服的经历，将国

风元素融入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亦正在成为当下不少

年轻人的选择。因此有学子将个人喜好与学位服混

搭，新的搭配赋予了传统服饰新的生机与活力，也使

他们毕业时的亮相，具有更加鲜明的辨识度。

事实上，也有一些独具创新精神的大学，率先打

造“中国风”学位服引领新潮流。中央美术学院就曾

专门对学士服进行改良，融合云肩等元素设计出“国

风学士服”，赢得不少网友称赞。国风元素不仅具有

强烈的东方美学特征，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符

号和象征。带有民族风格的传统服饰与学位服的搭

配，某种程度上是东西文化的碰撞和交融。而文化恰

恰是在多元与融合中强大起来，并且在开放中收获更

多的自信。

年轻人热爱国风并乐于传播它的理念，让传统文

化“潮”起来，就是文化自信提升的表现。在求学历程

的重要时刻，留下国风影像向传统致敬，这一刻值得铭

记。这类既有仪式感，又有文化味的毕业典礼，是独属

于中国学生的浪漫。美哉，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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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
读 钱江晚报评论版《读端》栏目邀请专家学者、活跃网友等各行各业人士，点评潮新闻客户端的新闻报道。虽寥寥数

百字，但这些独到的短评，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或换个角度看新闻。我们将这些散落的珍珠收集起来并串珠成

链，供更多人品读，也欢迎大家上潮新闻客户端参与讨论。

“读端”在线，欢迎发声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曲

艺家协会主席翁仁康：

看了这篇文章，让我很感概。许多

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是一个有梦想的小

伙子，一路走来艰辛而值得，一番闯荡，

锻炼了自己。他带着一腔故事回到李家

河来种文化，邀请和带领村民一起来创

作村歌，在“千万工程”发挥自己的能

量。这个小伙子不管走到哪里，都记着

“我从李家河走来”。

“阿拉一道勇争先”这样的词，我猜

测许多的创作团队在定稿时一定纠结

过，是不是太土了。村歌面对的是村民，

许多邀请和带领村民一起创作，写的是

自己的故事，唱的是自己的感情。村民

既是作者，又是演员，对这个村歌像自己

养大的孩子，有着浓浓的爱。这样的村

歌和村歌里传达的精神一定能代代相

传。

村里以前也有过村歌，因为太专业，

调太高，村民高不可攀，只能做聆听者。

专业演员离开了，这个歌也就淡出了乡

村舞台和村民生活。

我们不论这个村歌好与不好，专业

作者和专业演唱者肯定是行家，但我们

的角度不一样，一定要找准对应的人

群。村歌面对的是我们自己村里的老百

姓，简单的词和曲真像村民灶锅里的农

家菜一样，妈妈奶奶都会烧，全家老小吃

得香。

愿许多有更多创作，为更多家乡父

老带去欢乐。

新闻回顾：6 月上旬，位于浙江海宁市许村镇北部的
李家村，一首新村歌进行首唱。这是许多在浙江写的第
一首村歌。过去21年，他和乐队在北京为城里的工人歌
唱。他们自称“音乐社会工作者”，兴办打工子弟学校、建
起打工博物馆、创办年轻打工者职业培训班⋯⋯2017年
开始，他们将目光重新投回乡村，去往全国各地乡村巡
演，在30多个村寨沉浸生活、共创村歌。

这一次，他们来到了李家村。这对许多而言，熟悉又
陌生，他的老家就在海宁。而他与村民共同创作的这首
村歌，凝结了一个村庄的今天与过往，也包含着对未来日
子的新期望。

北漂音乐人返乡与村民共谱村歌
写自己的故事，唱自己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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