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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位自称取得保研资
格的 985高校本科生在网上发帖
吐槽称，北大数学学院某博导硕
士毕业于湘潭大学，而本科“还是
XX 学院没写上去”，并且表示

“瞬间不想跟了”，“希望北大能整
顿下师资”。

这是非常戏剧化的一幕，以
往对“第一学历”的歧视往往来自
于学校对学生、用人单位对求职
者，没想到这次反过来了，本科生
歧视博导，还要给学校指点指点。

教育部曾表态没有“第一学
历”的概念，但这不能阻止社会形
成自己的一套认知模式，制造“第
一学历”的概念。流行于社会的
所谓“第一学历”，其实就是第一
张高等教育文凭，是本科还是专

科、一本还是二本之类。有些人
看重“第一学历”，并非全无逻辑，
这也是对高考机制的认可，信服
高考对人学习能力的筛选作用。

不过，如果把高考这个变量
推而广之，把一个偶然的因果联
系（高考），放大到全部现象之间

（人生成就），将其绝对化，赋予
“一考定终身”的意义，肯定是漏
洞百出的。这里不必列举很多

“第一学历”不起眼的名人，这位
北大博导本身，其实就是对这种
逻辑最有力的反证，只不过这位
学生不这么理解罢了。

学生的这种认知也并不意
外，因为很符合偏见产生的一般
路径。偏见大多来自于无知、无
能力或是无暇去分析复杂的状
况。本科毕业生，可能确实无法
从学术层面认定一位导师的分

量，只能从他能理解的“第一学
历”去判断，当然，也不知他是否
理解不同年代学历的意义。

这与一些单位对“第一学历”
的歧视是一样的，不了解、不想了
解，很多时候也没能力了解。学
历能一眼看出，水平却不一定，那
些在简历关就被刷掉的求职者，
还远没到展现个人才华的时候，
仅仅把标签一露，即宣告求职结
束。

当 博 导 也 被 嫌 弃“ 第 一 学
历”，这足以作为一个“标志性事
件”被解读。即便一位学者用漫
长的学术人生证明了自己，进入
了中国最顶尖的高校，却依然免
不了被一个尚未踏入学术门槛的
晚辈“嫌弃”。这是很令人感慨
的，也凸显了“第一学历”偏见的
蔓延程度。

不必苛责这位学生，他一定
也是从社会行为中模仿来的。不
可否认，挑剔“第一学历”在社会
上很常见，一些学校、单位，对“第
一学历”几乎是系统性的歧视。
这位来自 985 高校的毕业生，换
个场景也有被嫌弃的可能，毕竟
他的本科学历也谈不上“无懈可
击”。

这件事不只是这位学生，所
有存有类似偏见的个人和单位都
应该反思。只要在歧视性的环境
里，伤害可能就是无差别的，没有
人能料到歧视链条会延展至什么
方向，伸展到什么长度。这也是
为什么我们要追求一个平等的环
境，不只是为了保护弱者，也是为
了保护强者。强弱总是变化的，
只有环境不偏不倚，每个人才不
会毫无道理地碰壁。

学生嫌弃博导“第一学历”，偏见源自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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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青年报》教育科
学部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发放调
查问卷，了解职业院校学生的就
业意向。问卷结果显示，超过六
成的受访职业院校学生不愿选择
当“蓝领”。

年轻人“逃离”制造业，不是
新闻。不过，职业院校高达六成
毕业生不愿当“蓝领”，则要反思
当前职业教育“空心化”“低质化”
问题。

据教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联
合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
指南》显示，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
2020 年的人才缺口将超过 1900
万人，2025 年这个数字将接近
3000万人。职业院校承担着培养
相关人才的重要任务，如果连职

业院校定向培养的技能人才都不
愿意从事制造业，那不仅是教育
浪费，还会造成更严重的人才缺
口。

根据这次调查，职业院校学
生不愿意当“蓝领”，原因是多方
面的。如传统产业工人工资低、
社会地位低、工作环境艰苦，令传
统“蓝领”职业缺乏吸引力；互联
网新兴产业催生了“新蓝领”职业
岗位，为年轻人创造了多元就业
选择；年轻人接受的成才观教育

“重学历轻技能”，让部分年轻人
羞于到工厂就业等等。此外，职
业院校的职业教育“成色”也对技
能型人才的培养与就业价值观有
重要影响。

基于社会上一部分人认为职
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现实，职业院
校承担着一项重要任务，即通过

高质量的技能教育，转变学生对
职业教育的认知，提高学生对职
业教育的认同度和成为技能人才
的成就感。但从职业院校的办学
现实看，有的职业院校对办学的
定位是“兜底教育”，只要管好学
生不出事就行；有的职业院校的
专业设置、课程设置老化，跟不上
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要，学生学
不到新技能；还有的职业院校甚
至违规组织学生进行顶岗实习，
把学生作为牟利的工具……这不
但不能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还
会让学生进一步降低对职业教育
的认同，不愿做“蓝领”也就在情
理之中。

这不只是职业院校自身办学
的问题，与对职业教育的定位与
办学资源保障也有关系。职业院
校要向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技能教

育，必须加强师资建设、课程建
设、实习实训建设，推进深度的产
教融合教育，而这都需要经费投
入，建立长效机制，然而，目前的
经费投入难以支撑高质量的职业
教育。

为“节约”办学投入，并考虑
到技能人才今后也不愿意去当

“蓝领”，有的职业院校已经减少
面向制造业的专业招生，并以升
学为导向举办职业教育，这无疑
会让技能人才培养陷入困境之
中。要摆脱这种困境，当务之急
是以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出发
点，提高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引导
职业院校坚持职业教育定位，切
实加强职教师资建设、课程建设，
以高质量的技能教育，培养学生
争做技能人才的志向，为制造业
的转型输送高素质人才。

六成职校学生不愿当“蓝领”，如何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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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几十甚至上百艘船
只停泊在内河道，一到晚上便
机器轰鸣，对海砂进行冲洗或
浸泡。在虎跳门水道，一些船
只甚至白天也大肆在河道中间
冲洗海砂。一股股黄泥水从洗
砂船和洗泥平台上直排河道，
触目惊心。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组在广东发现，广东一些出
海水道作业船只跟监管部门

“打游击”，进行非法洗砂洗泥，
导致高浓度含盐水、泥浆水、渣
石直排河道，在河面上形成一
条条明显的“黄色污染带”，局
部水域环境污染问题突出。

新华社发 刘道伟 作

“黄色污染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