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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近年来，同行评审是否应该透明
化一直是学术圈有争议的话题之一。
今年 2月初，《自然》杂志发表社论文
章，宣布其将尝试公开审稿意见，表
明学术界已经在努力推动同行评审
更加公开、透明的进程。而在破“四
唯”、同行评审责任意识亟待加强的
大背景下，这一努力无疑有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

在笔者看来，优秀的学术作品是
稀缺的。作者虽然是学术生产过程中
最为关键的因素，但学术同行审稿人
和期刊编辑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审稿人的作用主要在于为期刊
把关，并且针对作品的修改和发表提
出建设性意见。在一个规范的学术世
界里，不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作品一
般很难发表，不经过同行评审的期刊
也很难被学术共同体所接受。重要的
学术期刊索引在考量是否收录期刊
时，成为一本同行评审期刊是首要条
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稿人是学术
生产质量的“守门人”。一流的学术作
品背后，往往也有审稿人数月甚至经
年努力工作的功劳。

当学术期刊收到一篇学术论文
后，一般会将稿件同时送给两名审稿
人审阅。如果两名审稿人的意见一
致，期刊一般会作出与审稿人意见相
同的决定。如果两名审稿人意见相
左，期刊还会邀请第三审稿人，其意
见积极与否将会影响期刊如何作出
最终决定。这个学术过程必须是严
谨、审慎的。即便是期刊约稿，也必须
通过同行评审。如果两名审稿人同时
给出负面为主的意见，学术期刊一般
也只能给出否决意见。由此可见，审
稿人所拥有的学术评审权是不容忽
视的。

当然，审稿人要履行这项学术权
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他们不能只给
出“肯定”或者“否定”的意见便了事。
如果给出肯定意见，需要充分解释；反之，也必须给
出否定的充足理由。所以，审稿意见的论述、论证也
必须严谨、充分。审稿意见需要清晰地陈述所审作
品做了哪些学术工作，评价作品的优点，评价作品
的主要问题，列出作品的次要问题，以及对作品的
推荐意见。直接录用、修改后录用、修改后再审、拒
稿等最终意见也必须是建立在上述评审工作基础
之上的。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逐步建立了较为
规范的学术同行评审流程。这对提高学术期刊的整
体发展水平大有裨益。但在多数情况下，审稿人往
往给出“肯定”或“否定”的最终意见后，只肯草草写
一两句评阅意见。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只提供结论
而并不给出具体的评价和修改建议。这样的评审虽
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期刊对论文质量的把
关，但因此而产生的“误伤”也会达到一定比例。更
重要的是，这样的评审程序对进一步提高作品的质
量并无帮助。

为审阅稿件认真写出建设性的评阅意见，应当
成为审稿人最基本的责任。只给出“肯定”或“否定”
的意见，而敷衍对待评阅工作，属于只享受学术权
利，却逃避学术责任的行为。如果审稿人工作繁忙，
应当谨慎地接受评审任务，不应该勉为其难履行审
稿职责。学术期刊更不应该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
将同行审稿异化为仅仅走同行评审程序的表面功
夫。如果审稿人只提供最终意见，而不认真书写评
审意见，经学术期刊提醒仍无改观，就不必再保留
其审稿人资格。每一个严谨的学术作品都值得被认
真对待。

在一个学术功利性氛围较重的环境当中，学术
产出远远大于核心期刊的容量。即便是期刊初审环
节已经筛除大量稿件，到达审稿人手中的稿件数量
仍然十分可观。根据国际惯例，虽然审稿人一般不
领取任何报酬，国内还是有不少期刊为了肯定审稿
人的工作而支付少量审稿酬劳。审稿人不应当因为
审稿酬金微薄，就轻视评审意见的撰写。即便是最
微薄的报酬也应当视作“例外”，不计报酬认真书写
审稿意见应该成为“常态”。

审稿人应当独立、匿名评审，但审稿意见却应
该有更加充分的讨论和互动。作者、审稿人和编辑
之间应当可以就不同的学术观点、学术判断、稿件
处理意见展开充分的思想交锋，在投审稿平台的记
录当中应当蕴含更加丰富的学术价值。如果只是
“收稿”“录用”“拒稿”“请另投他稿”等记录，会显得
这种学术生产和学术互动过程相当贫瘠。

随着我国学者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很多学
术规则上也应当更加全面地与国际接轨。一流的学
术生产不仅仅需要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期刊，一流
的同行评审也是一项必要条件。一流的审稿人不轻
易否决一个学术作品，也不轻易肯定一个学术作
品。对作者而言，无论自己的论文被接收还是被拒
绝，都会因为经历同行评审过程而赢得学术尊重，
收获学术价值。这样的学术同行评审工作将是整个
科学大厦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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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五一”劳动节，汕头大学生物技
术专业大三学生李艾欣却感觉“心里空落
落的”。

她回忆起那个吹着咸咸海风的云澳
镇，海水一浪一浪地亲吻着她的脚踝。她
和同学以及一些中学生提着袋子，弯腰将
海滩上塑料袋、易拉罐、泡沫等垃圾一一
拾起。这是她一年前参加“走向海洋”课
程中“净滩”活动的场景。当天，他们不仅
“劳其筋骨”，还在教师的指点下丰富了与
海洋污染相关的知识。

“从前我们对普通劳动者的关注不
多，但是那次通过与卡车司机、渔村服务
员等人打交道，我们更能理解和体会了他
们的艰辛，对于各种职业的尊重也发生了
正向改变。”李艾欣说。

不久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充分认识新
时代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加
强劳动教育的新要求。普通高等学校要明
确劳动教育主要依托课程，其中本科阶段
不少于 32学时。除劳动教育必修课程外，
其他课程结合学科、专业特点，有机融入
劳动教育内容。

李艾欣突然明白，“空落落”不只是因
为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好久没见到师
长、同学了，还在于自己留恋劳动带来的
幸福感。这个“五一”，她打算做点什么。

与时俱进的劳动教育

小时候，由于浪费粮食，李艾欣的父
亲把她送到农村干农活，让她体会了“粒
粒皆辛苦”的道理。长大后，她参加学校
组织的实践课程，在劳动中丰富了理论知
识。

一个人的劳动教育尚且随着年龄增
长有所不同，更不用说一个民族的劳动教
育，也是与时俱进的了。

1950 年，教育部原副部长钱俊瑞在
《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报告中，在国
内最早提出了“实行教育与生产结合”的
教育工作要求。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劳动教育中心副主任曲霞介绍
说，劳动教育真正大规模的开展，是在该
报告发布后的四五年间。是时，新中国百
废待举，各方面生产建设都急需人才，同
时，学子们也渴望知识的浇灌。这就导致
当时社会出现了志向升学而不愿意就业
的现象。为了促进毕业生早点投入国家的
生产建设，劳动教育成为当时的急需。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受到时代以及理
论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存在过于
强调“生产劳动”问题，家庭日常劳动并没
有被当作一种劳动。
“大跃进”时期，特别是“文革”时期，劳

动教育表现出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大搞
学工学农学军、上山下乡运动，严重冲击了
学校的正规教育体系。“文革”结束后，经过
邓小平同志的拨乱反正，全社会树立起了
“脑力劳动也是重要的劳动形式、知识分子
也是重要的劳动者”的基本观念。

只是在后来德、智、体、美、劳五育发展
中，天平逐渐倒向了“智”。高校中逐渐出现
了另一种倾向———不重视劳动。实习、实训
走过场、流于形式的现象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在时代发展中，我国的产业
格局也发生了较大转变。据 2019年发布的
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显示，自 2004 年
首次开展全国经济普查的 15 年间，我国第
三产业成为了带动经济增长、吸纳就业人
员的主要力量。其中，尤其以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引领的新兴生产性
服务业市场主体增长迅猛。

此次《意见》将劳动分为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种，这在汲
取历史经验基础上取得了根本性进步，呈
现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特点。对此，有学
者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必须承担
的直接创造财富的功能越来越弱化，劳动
与生产的关系也将弱化，这可能是新时代
的特征。”

新时代劳动教育是什么

针对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定位问题，《意
见》明确了将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新要求，所谓“建
设”与“劳动”不分开。

对此，北京某高校教育学院教授李东认
为，新时代的劳动应具有两个核心因素：第
一，劳动必须动手和动脑紧密结合；第二，劳
动必须面对真实现象、真实世界而非幻象。

古时晋惠帝闻民间饥荒，曾建议百姓“何
不食肉糜”。在互联网时代，不少青少年也沉
迷于在游戏世界中开疆拓土、一方称雄。“不
了解世界的真实，会导致一个人缺乏实事求
是的精神。所谓的‘实事’，必须是真实的存
在。劳动将促进儿童和青年从幻象中返回真
实，面对‘实事’去求‘是’。”李东说。

当下，并不能简单地把劳动理解为生
产劳动。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北
京大学的学生志愿者在中国疾控中心进行
志愿活动时，其主要的工作就是数据统计。
从表面上看，这种工作并没有生产出实际

可见的产品，但他们的劳动却是典型的服
务性劳动。
“与中小学的家务劳动、学校综合实践

课程相比较，大学的劳动教育特征是真实
劳动和创造性劳动。”有从事劳动教育的教
师表示，典型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是具有高
度探索性的本科生科学研究课程，田野研
究、工厂实训、金工实习中，学生动手实践，
出力流汗，体力与脑力相结合，应该是大学
劳动教育课程的一部分。

苏联教育学者苏霍姆林斯基曾强调，
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学生做好参
加劳动的准备，这绝不只是一个传授知识
和技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在道
德上做好劳动的准备，即热爱劳动，对某种
劳动形成一定经验，能够自觉地参加劳动，
并且有意识地确定自己未来从事某种劳动
的志向。

在曲霞看来，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
至少表现为三个层面———

通过劳动的教育，即让学生参加劳动
实践进行锻炼的教育，比如日常生活劳动、
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

关于劳动的教育，即引导学生全面、正
确地认识劳动的教育，比如听劳模报告、形
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等。一些乱象亟待劳
动去改变，比如坐享祖辈家产的年轻人，并
不认为自己需要劳动，也不将劳动者的付
出放在眼里——— 一些人随意辱骂快递、外
卖小哥，个别人讽刺抗疫工作者，还有一些
毕业生频繁不负责任地跳槽，给企业带来
了诸多不便……这些都离不开正确劳动价
值观的引导和合法劳动、诚实劳动意识的
树立。

为了劳动的教育，即让学生真正做好
参加劳动的准备的教育，比如在大学生专
业知识的学习中强调劳动的目的。曲霞指
出，很多时候学生把学习知识理解为应付
考试，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知识，所学知识
可以为国家、社会做怎样的贡献，以至于认
为学习和劳动是两码事。
“部分青少年出现不珍惜劳动成果、不

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正是劳动准备不
足的典型表现。”曲霞说。

探索刚刚起步

在国内，由于劳动教育刚刚开始强调，
高校都在积极探索过程中。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安黎哲指出，目前
我国高校劳动教育普遍存在的问题是，课
程体系建设不足、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内容

与形式缺少规范和标准。
在这方面，国内某些农业院校有过相

关探索，比如自 1958年建校起，浙江农林
大学就把劳动课设为学校的必修课，学习
使用锄头等工具是当时农林学子必须掌握
的技能。随着时代变迁，该校劳动课的形式
也发生转变，转为让学生参与校园绿地管
护、学生农作园、暑期驻村等形式。

农业院校的劳动之外，更广大的高校
劳动教育又该如何开展？
“劳动教育显然不能‘一刀切’。”曲霞指

出，理工类专业可以结合专业实验、生产实
习、科技竞赛等，基于产教融合开展创新性劳
动；人文、社科类专业可以推广服务性学习，
发挥志愿服务等劳动实践活动的育人价值。

以汕头大学自 2010年开设的公益课程
为例。该校在课程中融入了对学生的劳动
教育，成为全国高校中唯一一所以课程形
式落实劳动教育的综合性大学。

这种在欧美及我国香港地区盛行的服
务学习课程，并不是简单地在课堂上学习
理论，而是通过“在服务中学习，在学习中
服务”的理念，让学生进行体验式学习。

李艾欣所上的“走向海洋”课就是其中
的环境保护类课程。此外，还有人文关怀
类、知识技能发展类、宣教类、历史传承类、
综合类等五大模块，近百门课程。
“在公益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师生们会

先去社区了解相关需求，回校后进行方案设
计，方案中所需的知识在课堂中学习，然后
回到社区开展服务。返校后，学生再进行反
思、交流、沟通和评价，如此才算完成一门课
程。”汕头大学教务处处长蔡映辉解释说。

在她看来，高校劳动教育应做体系化
统筹设计。“只有形成了体系，高校才会予
以重视，而不是像一阵风，志愿服务做完就
结束了。学生的劳动意识、劳动观念养成需
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从基础内容到专业知
识，再到实地服务，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劳动
者的品质、精神。”

她补充道，高校要结合自身特色开展
劳动教育，体现区别于中小学的“智慧”特
征，包括学生有创造性、有反思的劳动，教
师对于劳动本身的研究，以及高校对劳动
文化氛围的营造。

劳动教育旨在培养社会责任感、奉献
精神、吃苦耐劳、实事求是等精神，在某种
程度上，与双创教育有着某些相似之处。如
何区分二者？蔡映辉认为，双创教育体现了
动手动脑，与劳动教育有相当一部分交集，
但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案的策划或文献的研
究、数据的统计，没有到实践中去应用，那

还不属于劳动教育。

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需“调和”

“目前开展劳动教育最大的问题依然
是观念。在‘五育’中，‘德智体’学校重视
多年，如今要求重视劳育，不少人并不清楚
劳育与其他四育的关系。尤其是在学院层
面，引起重视较为困难。”蔡映辉说。

学院重视智育，甚至在一些教师的认
知里，劳育很容易被归到德育范畴。“去社
区服务要有实践环节，而大学教师多是博
士毕业，从理论到理论，让他们参加实践，
有时他们会感到麻烦或责任很大，积极性
并不是太高。”蔡映辉说。

对此，汕头大学采取的对策是，要求行
政教辅人员与专业教师一起开设劳动教育
课程，如入职前三年，要求专业教师一定要
开设一门公益课程。教师的报酬可以选择
课酬形式或计入教学工作量。同时，在承担
课程的过程中，还要加强对教师劳动教育
的宣传，如对教师以身作则、奉献社会等精
神的强调。

“让教师在实践中树立劳动教育的意
识，日后即使在专业教育中，如指导学生开
展创新创业比赛、学科竞赛时，都能有意识
地融入劳动教育。”蔡映辉说。

由于观念、课程体系、师资建设等原
因，专业教育与劳动教育更好地融合还需
要一段时间探索。

李东表示，从劳动视角审视，我国大学
教育制度可能还需要做以下变革：人文和
社会科学领域的本科生毕业时少有真实劳
动经历，为了让他们参与真实劳动，建议他
们毕业后直接参加工作，甚至变换工作，在
不同劳动中了解世界、了解自己。“这意味
着人文和社科领域推免生，至少需要两年
真实劳动经历。”

此外，参加成人高考者多为有劳动经
历者。他建议全国成人高考可以适时与高
考合并，本科学历教育中按照完全学分制
修读的非全日制教育应逐步扩展。

上述变革与“开环大学”的本质理念相
吻合。开环大学是斯坦福大学设计学院提
出的一项改革。它解除了入学年龄限制，无
论是 17 岁少年还是已经进入职场的中年，
抑或是退休后的老人都可以入学，这点区
别于传统的四年本科学制。

开环大学学生可以在本科学习期间参
加真实劳动，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返回学校
完成剩余课程学习。“对于个体而言，开环
大学期待学生在校外的真实劳动中增加经
验，形成新的学习目标和启示；同时，给予
劳动者机会，以大学学习来中断劳动，从而
促进‘考虑’的形成和持续深入。”他说。

一些人随意辱骂快
递、外卖小哥，个别人讽
刺抗疫工作者，还有一
些毕业生频繁不负责任
地跳槽，给企业带来诸
多不便……这些都离不
开正确劳动价值观的引
导和合法劳动、诚实劳
动意识的树立。在人工
智能时代，劳动必须承
担的直接创造财富的功
能越来越弱化，劳动与
生产的关系也将弱化。
如何结合时代特征，在
高校层面开展劳动教
育，使得劳动不只是一
个口号、一阵风，需要体
系化统筹设计。学生的
劳动意识、劳动观念养
成需要一个长期的过
程，从基础内容到专业
知识，再到实地服务，这
样才能真正形成劳动者
的品质、精神。

劳动教育怎样“动”起来
姻本报记者温才妃

郭刚制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