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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学，南京大学在新生中首度
试点使用“宿舍匹配系统”，提前摸清部
分新生的作息时间、卫生习惯、学习特
点、社交偏好，通过大数据来评估新生的
相似度，以此为依据为学生排定学号、安
排宿舍。这项新措施推出，受到了学生
们的普遍欢迎，有学生反映，再也不用担
心生活节奏不一致了。(9月17日《扬子
晚报》)

用大数据来甄别学生的生活习惯和
性格差异，南京大学并不是第一个“吃螃
蟹”的，此前就有高校尝试过用年龄或者
日常表现，来为学生分配不同的寝室。
但依笔者之见，按照社交偏好和生活习
惯来分派宿舍，表面上看起来，它对一些
有着共同志趣的学生是一种成全，但实
际上，它却是对学生社会化的干预。

任何人对于新环境的适应，都需要
一定过程，而这个过程也必然会伴着摩
擦和冲突。大学宿舍是如此，社会更是
如此。如果连宿舍关系都搞不好，连一
些基本的室友相处都学不会，又如何融
入社会？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学校能够
尊重学生自己的选择，也是一种人性化
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也很容易发展

成一种溺爱和过度保护。试想，是不是
只要有了志同道合的室友，学生就能好
好学习？是不是只要性格或者习惯相
同，就不会产生摩擦？答案自然是否定
的。因为，对于新生来讲，适应新环境和
培养更加成熟的人格品质，或许要比期
望他人善待自己来得较为理性。更何
况，如果在相处一段时间后，室友的表现
与自己的预期出现落差，那么给学生带
来的心理压力，只会更加严重。

一直以来，在学生的个性需求和学
校的集体利益之间，常常会出现一些冲
突，但有冲突是好事，尤其是对于宿舍分
配这样一个涉及切身利益的问题。学校
自然有义务、有责任管理和约束学生，可
相较于此，还不如引导学生如何面对差
异，学习在发生矛盾纠纷时，独立解决问
题。

寝室关系相处得融洽与否，和年龄、
学历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很难说用大数
据可以甄别出来，关键还是要看个人能
否有容人之量。大学作为一个半开放的
小社会，要教会学生的不仅有丰富的知
识，更应包括与人相处之道。否则，一个
小小的宿舍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与社会
脱节、与客观规律相悖的情况。

浙江大学日前发布《浙江大学优秀网
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浙大在
校师生在媒体及其“两微一端”发表的网文
将可认定为国内权威、一级、核心等学术期
刊论文,纳入晋升评聘和评奖评优。该《办
法》推出后,引发广大师生和网友热议。（9
月17日《新华每日电讯》）

对于这一政策，早有传言，想不到浙大
首开先河。鉴于论文目前的地位和浙大的
影响力，这一消息引起的冲击可想而知。
并不排除其他高校和机构积极跟上，乃至
推出更为开放的政策。

浙大出台的这一政策，简而言之，就是
论文发媒体、网站可等同发核心期刊，其中
最引人注意的，当算“优秀网文也算论

文”。很多人担心，以目前网文现状，特别
是爆款文章背后的套路，从此以后论文质
量难以保证。

在现行评价体系中，提到论文往往离
不开学术期刊，如果一篇文章没有发表在
学术期刊，都不好意思讲是论文。而在互
联网背景下，虽然网文大行其道，但很多人
其实是看不起网文的，包括一些网文作者，
提到网文写作时都有点心虚。有着这样的
论文认知与网文判断，“优秀网文也算论
文”引发集体忧虑，算在情理之中。

“唯学术期刊论”的学术评价体系，确
实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这一体系下的
论文，也有着种种扭曲变形。譬如八股化
问题，就十分严重。甚至有人表示，“一篇

符合八股文学术规范的核心期刊论文动辄
三五万字，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很难超过三
五千字”。十只存一，艰涩难懂，废话连篇，
而且存在时效性问题，可以说论文改革进
入了时间窗口。

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最大的时代特
征，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网文的大量出
现。不必讳言，很多网文质量不高，只是口
水文，但也不能否认，有一些网文质量较
高，发挥了很好的传播效果。既然认为网
文存在问题，就应该引导网文向希望的方
向发展，“优秀网文也算论文”，体现了这样
的努力。

当然，舆论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需
要拿出应对办法。对于“优秀网文也算论

文”，不妨提出一些硬性标准。比如，对优
秀网络文化成果进行公示，如果质量确实
不行，那就坚决拿掉；如果存在严重硬伤，
那就一票否决；即便一些小的文字硬伤，也
应提出一定标准，超过了就不予认定……
对这些问题，都可以加强限制，但不要怀疑
网络作品也会出现优秀之作的事实。

就当前来看，“优秀网文也算论文”可
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但相对于传统论文时
代，未必问题更多。更重要的是，当前论文
生产需要改革，而“优秀网文也算论文”顺
应了时代的最大现实和需求。因此，把好
关、守好门，把问题想在前面、解决在前面，

“优秀网文也算论文”，完全可以大胆地试、
大胆地闯。

大数据分宿舍,
真的科学吗？

当前论文生产需要改革，而“优秀网文也算论文”顺应了时代的最大现实和需求。
把好关、守好门，“优秀网文也算论文”，完全可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优秀网文可算论文”是一种进步

□毛建国

网络电商飞速发展，让许多传统行业拥有
了新的解决方案。近日，配钥匙这种老行当也
出现了“网上看图配钥匙”的新玩法——只要
上传钥匙照片，配好的钥匙很快就能寄到家。
（9月16日新华社）

配钥匙是每个家庭都难以省略的一件事，
要么因为家里添了新成员，要么因为钥匙弄丢
了，这时往往只能通过配钥匙来解决。传统的
做法是上街去配，尽管这样做也不难，但通过
网络电商来配钥匙，则可减少来回跑腿带来的
麻烦，只需上传钥匙的照片即可，这种便捷的
方式定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青睐，不少人也许
会尝试这么做。

但稍微设想一下后果，想尝试的网民或许
就会改变主意。寄东西需要写明地址，而钥匙
能够开门或开车，这样一来，不仅家庭住址等
核心信息被外人掌握，而且开锁又如此轻而易
举，安全将何以保障？想一想都让人感到紧
张。也许负责配钥匙的人并无坏心，但谁也不
能确保他所掌握的信息不被泄露出去，若如
此，在网上配一把钥匙，就相当于为未来埋下
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即使网民能够意味到这样做的风险，不去
尝试“看图配钥匙”，但也无法确保自己的钥匙
不被他人拍下来，谁也不能总是把家里的大
门、车辆、办公室等处的钥匙捂在手里，一旦有
人恶意拍下这些钥匙的照片，则后果不堪设
想。假如小偷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取他人的
钥匙，一种很容易成功的盗窃方式就会应运而
生。

因此，“看图配钥匙”俨然属于黑科技，是
应该限制其发展的，网上推出这类服务更不应
被允许。根据我国法规，配钥匙的实体店需要
在工商部门办理营业执照，但令人尴尬的是，
依据《网络交易管理办法》，淘宝普通店铺不强
制办理营业执照。如此就出现了一个比较矛
盾的现象，配钥匙的实体店有准入门槛，反倒
是风险更大的配钥匙网店，却可随意开张。

“看图配钥匙”是新生事物，相应的管理难
免有所滞后，这块短板应该尽快补齐，否则，每
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网店有没有责任识
别和如何识别配钥匙者的身份？是否需要为
这个行业制定规则？网店为了顾及生意而不
坚持规则又该怎么处理？这些疑问都值得我
们思考，当“看图配钥匙”的安全防范措施还没
有健全时，这种服务要不要加以限制，也是一
道急需回答的难题，毕竟相比这种服务带来的
便捷，其安全隐患更值得重视。

““看图配钥匙看图配钥匙””
别只想到便捷别只想到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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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宋 潇潇

□罗志华

配钥匙的实体店有准入
门槛，反倒是风险更大的配钥
匙网店，却可随意开张。

杭州金东区实验小学发出一份公约
《让家长告别检查作业——实验小学教
师公约之作业篇》。里面提到“认真批改
作业，是每一位老师的基本职责！我们
希望学生拥有这样的认识：检查作业是
我自己的事，不是妈妈的事……从今天
起，我们想改变“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
业”的现状，取消规定家长为孩子家庭作
业签字的要求……”（9月17日《钱江晚
报》）

取消“家长作业”，是一种教育角色
的重新定位。

站在教师的角度来讲，批改学生作
业是基本的职责。布置“家长作业”，表
面上是教师对家长的“信任”，是教育权
力的一种“让渡”，其实也是自身职责的
推脱。而且，教师过分依赖“家长作业”，
容易造成学生信息反馈的失真，反而不
利于对教学过程进行有价值的评估。

从家长的角度来看，配合教师对孩
子的家庭作业进行跟踪监督，其设计初
衷是美好的。但是，这份约定俗成的“家
长作业”，家长们往往是：既乐此不疲，又
颇有些无奈。在实际操作中，教师将学
生家庭作业的批阅“权力”让渡给家长，
往往带来学生家庭作业量的增加，而孩
子忙于应对、家长也忙于检查，往往也无

暇顾及学习之外的兴趣爱好以及情感交
流了。显然，过度的爱护与监督，无益于
孩子独立学习习惯的养成。

从孩子内心来讲，恐怕并不喜欢“家
长作业”，常常还有一种无形的抵触情
绪。教师布置的许多家庭作业是重复
性、无效率的，挤占了孩子的童年时光和
生活空间。从小学教育的要求来思考，
知识学习应在课堂上完成，课后的作业，
原则上只需要简单地巩固性练习就可，
不必花过多的时间。家庭课业负担是目
前小学生减负的“拦路虎”，叫停“家长作
业”，无疑有助于赶走这只“拦路虎”，让
家庭教育回归到引导和培育孩子“我要
学”的自觉意识上来。

另外，从教育权益的角度来看，“家
长作业”恰恰剥夺了孩子的作业选择权
利。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始终处于主导
地位，往往按照教学进度来布置学生的
作业，而每个学生接受知识、消化知识的
程度往往无暇考虑。也就是说，重视整
体教学效果，而忽视了学生个体的学习
情况，导致现在的家庭作业，重数量、轻
质量。而叫停“家长作业”，教师可以让
学生根据自己学习的真实情况来选择作
业量，这样一来，既提高了作业的针对
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

“家长作业”
这负担该取消
□□郑郑 文文

对于新生来讲，适应
新环境和培养更加成熟
的人格品质，或许要比期
望他人善待自己来得较
为理性。更何况，如果在
相处一段时间后，室友的
表现与自己的预期出现
落差，那么给学生带来的
心理压力，只会更加严
重。

重视整体教学效
果，而忽视了学生个体
的学习情况，导致现在
的家庭作业，重数量、轻
质量。而叫停“家长作
业”，教师可以让学生根
据自己学习的真实情况
来选择作业量，这样一
来，既提高了作业的针
对性，也有利于培养学
生学习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