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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已经在义务教育阶
段消失近20年的“留级”要悄悄
回来了？近日，教育部印发了新
修订的《中小学生学籍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其中第
十四条规定“适度放开特殊教育
学生学籍变动权限”引发公众关
注。对此，教育专家表示，《办
法》中明确指向的是“特殊教育
学生”，因此影响面不大。

此次修订版《办法》包括了
学籍建立与更新、学籍变动管
理、保障措施等五章。《办法》突
出教育公平，对跨省转学、省内
转学等学籍变动条件进一步做

了细化规范。明确转入、转出
学校和双方学校学籍主管部门
应当分别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
成 学 生 学 籍 转 接 的 核 办 工
作。同时要求，进一步简化跨
省 转 学 材 料 ，实 现 跨 省 转 学

“一网通办”。
引发热议的是《办法》的第

十四条：学生升学时，各方应依
据招生政策、招生计划，以及学
生实际报到情况，在全国学籍系
统完成学籍转接。升入学校应
及时接收学籍档案，并按要求做
好档案内容的补充与更新工
作。适度放开特殊教育学生学
籍变动权限，由其所在校委托残
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进行评估，

依据评估结果判定学生是否升
级就读或毕业、升学，情况特殊
的可以允许其降级就读，并在学
籍系统中完成登记，交由上级学
籍管理部门审批。

这一规定中的“允许其降级
就读”，被视为是变相的留级机
制，并被认为是留级制度的隐形
回归，由此也引发了网友关于

“留级”制度的大讨论。有网友
表示，既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
就不应该实施留级制度；也有网
友认为，以前取消留级制度，是
因为教育资源紧张，留级生挤占
了义务教育资源，未来随着学生
数量减少，不存在占用资源的问
题，应该根据每个孩子的情况允

许留级或跳级。此外，也有网友
担心：如何评判留级？留级会不
会引发歧视进而影响孩子健康
成长？

“这个（降级）制度的影响是
不大的，因为规定非常明确指向
的是‘特殊教育学生’，而且要
有‘特殊情况’才可以允许降级
就读，这样的学生是很少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
说，当前在义务教育阶段推进
的是特殊教育学生可以随班就
读，有的学生可能跟不上学业，
那么经过评估或家长申请可以
降级求学，以保证他们完成义
务教育，但这是针对特殊教育
学生的实际情况而言的，“而针

对普通学生，目前的学籍管理
办法（降级）是不允许的，规定
已经非常明确了。”

熊丙奇表示，关于“留级”，
一直是存在很多争议的，比如是
不是会导致对学生的歧视、学校
教育资源是不是允许，以及九年
义务教育的年限是9年，“留级”
后怎么算等。他认为，未来随着
学生数量的下降，学校的学位资
源不再那么紧张，可以适当考虑
探索面向普通学生的留级制度
或跳级制度，“但这些制度要避
免‘唯分数’‘唯升学’这种功利
倾向所带来的急功近利、拔苗助
长等问题，要真正体现因材施
教。”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本报讯 百年前，一大批中
国青年从上海出发前往法国，通
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学习知识，
探索真理，并将先进技术与科学
思想带回国。今年寒假期间，上
海市光明中学高二法语班的32
名学生在思政教师赵程斌的带
领下，沿着先辈们的足迹，赴法
开展了一次红色研学活动。从
巴黎的周恩来故居，到蒙达尔纪
的邓小平广场与留法勤工俭学
纪念馆，再到里昂的中法大学旧
址，每到一处，赵老师都进行现
场情境教学，引导学生们牢记先
辈们的爱国情怀，立鸿鹄志，做
力行者。

自主设计线路，首次将
思政课上到海外

“这条红色线路是我们自己
设计的，从巴黎到蒙达尔纪到里
昂，很有意义，这也是我们第一
次将大思政课上到了海外。”光
明中学思政教师赵程斌介绍说，
赴法研学活动在光明中学已经
开展了十几年，以往的活动主要
是到合作的法国高校和友好学
校参观交流，以研学、友谊交流
为主。“这次我们要去的两个友
好学校一个在巴黎，一个在里

昂，同学们在查阅资料时发现，
这两个城市有很多红色印记，而
位于两个城市中间的蒙达尔纪，
是当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一
个重要聚集地，于是就把这三个
点上的红色景点串联起来，设计
了一条红色研学线路。”

赵程斌说，光明中学的“周
恩来班”就设置在法语班，开设
了《梅香溢远》思政课程，同学们
平时学习了很多周恩来总理的
事迹、经历，而 1920 年 11 月 7
日 ，周 恩 来 就 是 在 上 海 乘 坐

“Porthos”号赴法勤工俭学的。
“作为法语班的学生，他们中的
很多将来是要到法国留学的，所
以这次行程也被同学们视为追
寻先辈们的足迹。”

在前往法国之前，赵程斌特
地带领部分学生到上海的黄浦
码头参观，这个码头曾是留法勤
工俭学生离沪的重要出发地。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9 年 3 月
17日至1920年12月底，共计20
批约2000名青年从黄浦江畔乘
船抵达法国，其中有6批 650人
在黄浦码头登船出发，这里面就
包括了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
蔡和森、向警予、陈延年、陈乔
年、蔡畅等人。

在黄浦码头，赵老师专门让
同学们搭乘了轮渡，在浦江中

央远眺长江口。章武月同学注
意到了黄浦码头一旁人行道上
的几座浮雕，上面雕刻着众多
青年学子和有识之士从这里登
船的场景。“我不禁开始想象，
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那些
青年怀揣着救国于水深火热之
中的志向，远离自己的家乡，去
往一个陌生的地方勤工俭学。
他们从黄浦码头出发，踏上了
寻找真理的道路。”章武月感慨
地说，在这里，自己真正感受到
了先辈们那奋不顾身、心怀救
国梦的精神。

思政课从学校延伸到
社会、从国内走向国外

此次研学活动，同学们从上
海直飞巴黎，航程为 12 个小
时，而百年前的先辈们则要在
大海上漂泊整整24个昼夜。除
了漫长的时光，他们面临的还
有闷热潮湿的四等舱、简陋的
餐食以及来自外国船员的歧视
与刁难。但所有这一切，都无
法阻挡他们对真理的追寻、对
未来的渴望。

抵达巴黎后，同学们来到了
位于市中心十三区的戈德弗鲁
瓦街道的海王星旅馆，这座不起
眼的小旅馆承载了中国革命历
史的重要记忆。1922年至1924

年间，青年周恩来曾在此居住并
展开革命活动。而在这里，同学
们的内心也再次受到触动。

“虽然房间已经被重新装
修，但房间很小，层高也很矮，狭
窄的过道、昏暗的灯光，依稀还
能找到当年的痕迹。”赵程斌告
诉同学们，这里不仅是周恩来的
居住地，还是编辑部与印刷间。
周恩来与留法勤工俭学的青年
们，在这里创办了旅欧革命刊物
《赤光》。

“在这里，我们仿佛看见了
青年周恩来在那间十平方米左
右的房间中刻苦学习的模样，
仿佛看见了他为天津《益世报》
撰写通讯、向国内传播革命思
想和信息的模样。”在逼仄的空
间里，看着十平方米的房间被
一张床和一张书桌几乎全部占
据，姚屹璘同学非常感慨：“老
一辈革命家们无论面临多么艰
苦的环境，仍矢志不渝地投身
于革命事业，这种精神，令人肃
然起敬。”

在蒙达尔纪的邓小平广场
和留法勤工俭学纪念馆，同学们
通过实物、图文以及史实介绍
等，看到了当年留法青年们的趣
闻轶事以及勤工俭学运动的一
段段历史。而在里昂中法大学
旧址，赵程斌老师也给同学们讲

述了它的历史。作为中国近代
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大学，里
昂中法大学成立于1921年，它
由中国和法国教育界联合创
办，旨在帮助中国留学生解决
海外求学问题。里昂中法大学
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
义，它见证了中法两国特殊交
往史，也见证了近代以来中国
对外交往的重要历史。“里昂中
法大学培养了许多新中国建设
的领军人物，学校办学期间共
招收473名中国学生，许多人在
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
成为中坚力量。”

亲眼看到里昂中法大学旧
址后，盛子涵非常激动。“这不仅
是一场研学，更是一场思想的觉
醒。”他说，站在旧址前，仰望先
辈足迹，深感时代使命，“他们的
青春因奋斗而伟大，我们的青春
亦应如此。”

此次红色研学之旅，串起了
百年留法勤工俭学之路，也让思
政课从学校延伸到了社会、从国
内走向了国外，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赵程斌老师坦言，上海的学
校去法国的参观、游学活动有很
多，但这种串起红色场馆的游学
非常少，“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
未来可能会作为一条经典线路
保留下来。”

上海32名高中生赴法开展红色研学

追寻先辈足迹 思政课开到海外

“留级”悄悄回来了？
专家：指向“特殊教育学生”，影响面不大

同学们在蒙达尔纪邓小平广场合影。 赵程斌老师在里昂中法大学旧址给同学们讲解。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