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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近日，华南理工大学教务处官网公

布了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全校本科
生学业预警名单。学校称，经审查决定
给予全校(包括三个校区)共 737 名学生
学业预警，给予 134 名学生学业预警并
第一次降级试读，给予81名学生学业预
警并再次降级试读。此前，广东医科大
学、华中科技大学、深圳技术大学等高校
也公布了学业预警结果。

对表现不佳的学生进行学业预警，
就像体育比赛中的“黄牌警告”，这不是
将涉事学生“罚下场”，而是对他们进行
警示、敲打，如果学生屡教不改，则可能
被“红牌罚下”。这对学生而言，是一个
新的机会，目的是为了督促他们认真完
成学业。

一段时间里，一些高校都存在“严进
宽出”的问题，这让一些学生误认为进入
大学后就可以置课业于不顾，即便是“混
日子”，也能大概率顺利毕业。如果大学
文凭、硕士学位、博士学位都能靠“混日
子”轻松取得，那相对应的教育含金量自
然也就大打折扣了。为了确保教学质
量，培养高素质人才，高校需要采取“严
进严出”的教育模式。学业预警机制对
学生而言，是及时且必要的提醒，能够在
学生学习出现偏轨时及时督促他们，确
保他们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学业任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高校对学生“混
文凭”现象表示“零容忍”。只有加强过
程管理，高校才能更好承担起教育责任，
践行“严进严出”的承诺。对于高校来
说，“严进严出”不是“不打招呼”，也不能
只重结果而不重过程。通过下发学业预
警，给后进学生一个“缓冲期”，让他们意

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给他们一次改过
自新的机会，并通过一系列措施督促帮
助这些学生完成学业。这才能让学业预
警机制真正起到预警效果，更好契合高
校育人初衷。

学业预警机制既是保证教育质量的
防火墙，也是检验高校育人智慧的试金
石。在高等教育逐渐普及的当下，学生
拥有更多自主学习的机会，但这同时也
对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
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些学生因基础薄
弱、缺乏学习兴趣等原因，容易出现学业
困难现象。对此，学业预警机制能够在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并帮助学生最大限
度规避不良后果，让每位学生都能在求
学路上稳步前行。

当然，高校既要做到严于律人，也要做
到严于律己。一些高校的挂课率高，与其
在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很大关系。比
如，有的高校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问题，
有的对学生学业过程监管不足，有的人才
评价考核机制不够科学，等等。因此，实行

“严进严出”，就要做好事前警示、事中预
警、事后惩戒的全过程管理。要在学生进
校门之时，就要让他们清楚学历只有凭借
自己的努力才能取得，大学不是“混日子”
的地方。另外，高校还应努力提升教学质
量，提高课程吸引力，给学生最好的教育，
这样才能尽好育人责任。当然，在清退不
合格学生时，也要保障好学生的正当权
益，比如要保障学生对学校管理、学生管
理、教师教学的监督权利。

对学生而言，面对学业预警机制，要
能重新审视自我，调整学习状态，加强自
我约束，努力提升学业水平。从本质上
讲，学业预警机制不是处罚学生的手段，
而是教育的听诊器，能够实现对高校和
学生的“双向激励”，最终实现高校与学
生的“双向提升”。

（戴先任）

本次展览以“四战四平”革命历史为起点，
精心设置“烽火硝烟”“英城记忆”“黑土玉米”

“乡土风情”“家乡礼赞”五个篇章。在苏野
的讲解下，老同志们首先观看了《国家记忆》
专题纪录片，珍贵的历史影像与书画作品交
相辉映，再现了这座英雄城市用鲜血铸就的
荣光。退休党员们驻足于《英雄广场赋》长
卷前，透过遒劲有力的书法重温英雄广场镌

刻的城市精神，不少老同志十分感慨，四平
的每寸土地都流淌着革命先烈的热血，我们
这代人更要守护好这份红色记忆。

步入“黑土玉米”“乡土风情”“家乡礼赞”展
区，《家乡礼赞》长卷以工笔重彩呈现玉米黄金
带、现代农业园等新时代画卷，生动展现四平从

“英雄城”到“现代粮都”的蜕变。退休党员们欣
喜地发现，作品中既有七星山、叶赫古城等文化

地标，也有无人机播种、智慧农业等科技元素。
“看着画里饱满的玉米穗和现代化的农机，就像
看到了四平几十年发展的缩影！”曾在教育战线
工作多年的老党员们激动地说道。

活动中，老同志们时而低声交流往昔建设
经历，时而用手机记录展览亮点。机关党总支
领导表示：“组织退休党员观展，既是致敬他们
为城市发展作出的贡献，也希望通过他们的视
角传播四平文化。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搭建平
台，让银发力量在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
兴中绽放光彩。”

此次参观活动通过“艺术+历史+乡土”的
多维呈现，让退休党员在沉浸式体验中厚植家
国情怀。活动结束后，老同志们一致表示将永
葆党员本色，讲好四平故事，为新时代英雄城
建设贡献银发力量。

为新时代英雄城建设贡献银发力量
四平职业大学组织退休党员参观历史文化书画展

为进一步强化党员教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近日，铁西区迎宾街小学校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党员教师准确把握两会精神，以务实举措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全媒体记者 刘莉 摄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惠）为强化师生防灾
减灾意识，提升应急避险能力，3月28日上午，市
第二实验小学校以“科学避险、安全撤离”为主题，
在实验路校区与市府路校区同步开展地震应急疏
散演练。全校3000余名师生通过实战模拟，高效
完成疏散任务，用时较上年缩短 15%，创下新纪
录，为校园安全再添坚实保障。

学校提前成立专项领导小组，制定《防震减灾
应急疏散演练方案》，构建“双校区、双指挥”协同
机制。下设疏散引导、医疗救护、广播调度等6个
工作组。其中，24名中层以上干部、85名教师及
后勤人员组成“安全网格员”，分守楼梯口、走廊转
角等关键点位，医疗组配备急救箱全程待命，确保
突发情况“秒响应”。

随着刺耳的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开始。
各班班主任立即组织学生按照预定路线撤离。
实验路校区南楼、北楼 3000 余名学生从东、西、
中楼门分批次疏散，4 分 32 秒完成集结；市府路
校区六年级学生通过双楼梯分流，仅用 3 分 28
秒全员撤离。

本次演练覆盖疏散路线优化、医疗救援、紧
急应对等全要素，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
性。学校今后将常态化开展“无预告演练”，确保

师生形成肌肉记忆式应急反应。同时，针对少数
薄弱环节开展专项培训，推动防灾知识融入日常
教学。

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市第二实验小学
校以实战演练筑牢安全防线，为师生生命安全织
密防护网。

强化应急避险能力 筑牢校园安全防线
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开展地震应急疏散演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白若楠）为增强学生安
全意识，普及应急救援知识，贯彻落实“同守护、
共成长”安全教育工作，3月28日，双辽市王奔镇
中心小学校邀请双辽市蓝天救援队到校开展安
全知识讲座。

讲座中，救援队队员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
点，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真实案例分析、
现场演示和互动问答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向师

生们讲解了地震、火灾、溺水等常见灾害事故
的预防知识和应对方法。在讲解火灾逃生时，
队员们现场演示了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和逃
生绳，指导学生们进行模拟逃生演练，让他们
亲身体验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迅速、安全地撤离
现场。

在互动环节，同学们积极踊跃提问，救援
队 队 员 耐 心 细 致 地 解 答 ，现 场 气 氛 热 烈 。

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这次讲座，学到了很
多 实 用 的 安 全 知 识 ，以 后 遇 到 危 险 时 知 道
该怎么做了。

本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方式给师生们上了
一堂生动的安全教育课，有效提升了师生的安全
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未来，学校还将继续
开展各类安全教育活动，为学生的健康成长筑牢
安全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夏师澄）为传承中华民
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提升同学们的社会
实践能力，日前，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旅
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组织学生来到铁西区地
直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院旅游与地
理科学学院的志愿者们走进养老服务中心帮
助养老院进行了环境清洁，确保老人们有一个
更加舒适和整洁的生活环境，并与老人们亲切
交谈，聆听老人们的生活故事和人生智慧。居
家养老服务中心领导对志愿者们的到来表达
热烈欢迎，并表示志愿者们的到来不仅为养老
服务中心的老人们带来了温暖，更提高了同学
们对养老事业和志愿服务的关注度。

志愿者吕杰说，此次活动不仅丰富了老
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带给老人们关爱、温暖
与快乐，同时给志愿者们带来了深刻触动，
切身体会到了志愿活动的意义所在，我们将
继续在日常生活中践行雷锋精神，发扬敬
老，爱老的美德，用实际行动关爱身边的每
一个人，为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不仅提升了大学生
的社会实践能力，也充分展现了他们积极向
上的精神风貌。未来，吉林师范大学博达学
院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将继续志愿精神深
植于心，践行于行，不断提升志愿服务的质
量与水平，拓展志愿服务的新领域，让志愿
精神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开展志愿服务 践行时代担当
博达学院旅地学院到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安全种子撒校园 救援知识护成长
双辽市王奔镇中心小学校举行安全知识讲座

用好学业预警
这个教育“听诊器”

本报讯（通讯员 梁旭 经晓巍）为弘扬革命传统，激发退休党员爱党爱国爱家乡的深厚
情感，3月24日，四平职业大学机关党总支组织退休党员开展了参观“庆祝四平解放77周年
暨‘写家乡 画家乡 爱家乡’历史文化书画展”活动。活动特邀我市老年书画研究会会长苏
野担任讲解，通过艺术形式带领老党员重温城市历史，感悟家乡文化，宣传“英雄之城，红色
四平”城市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