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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普职分流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
门话题，今年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就
普职分流等话题建言献策。

如何看待围绕普职分流的讨论？中
考改革能解决升学压力吗？记者就此话
题采访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
会委员陈志文。

问题一：普职分流需要担忧吗？
对于近年来一些家长对于中考普职

分流的担忧，陈志文认为，这背后透露出
大众对于普职分流的两个误解。

误解一：50%的初中生不能上普
高。他表示，5：5式普职分流的说法，近
些年来没有提过，也没有哪个地方实现
过这个分流目标，官方近年的相关说法
仍是“大体平衡”，甚至强调“职普协调发
展”。而且从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来看，
2022年有6成以上学生读了普高，并非
是5：5。

误解二：中职学生不能考大学。陈
志文表示，这也是不存在的焦虑，中职同
样可以考大学，而且有非常宽广的路径，
现在还有一个单独的赛道叫职业本科。

问题二：“取消普职分流”，可行吗？
有人认为，为了缓解家长和学生的

压力，应该取消或延迟普职分流。在储
朝晖看来，取消普职分流，目前缺少客观
的实际条件。职高和普高都是要让不同

的人能人尽其才，能根据天赋和社会需
求进行培养。如果都按考试分数来划
分，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发展。

在他看来，以前的传统教育一直强
调读书考试，但单一的评价体系，会让教
育与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等离得太远，也
不能把人的才能发展出来。他认为，家
长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只要孩子的优势
发挥出来，就会有前途。

问题三：取消中考，可以缓解压力
吗？

还有人提出，应取消中考，直接普及
高中教育，以此来缓解孩子的压力。对
此陈志文表示，从毛入学率来看，高中教
育可以说是普及的，所以取消中考本质
是想取消普职分流。

“这还涉及到一些问题，中职还要不
要，谁去上中职，谁去上某某著名中学和
隔壁中学，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再来说取
消中职的问题。”

他认为，中考、高考都是高利害关系
的考试，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牵一
发而动全身，所以中考改革一定要先立
后破，循序渐进，谨慎推进。

问题四：如何推进普职协调发展？
如何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近年来各地都在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但对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仍然缺乏
吸引力，如何改善？

陈志文表示，教育部在2022年调整
了中职教育的定位，从单纯“以就业为导
向”转变为“就业与升学并重”。2023
年，教育部等多部门出台文件，提出要积
极发展综合高中。

他表示，中职定位的调整就是让大
家放心，中职学生上大学的道路是畅通
的。综合高中是普高和职高两条线并行
发展，也是为了缓解家长的担心。

至于提升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陈志
文认为，一方面要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
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产业升级问题，通过
产业升级提升中职学生的薪酬待遇。

问题五：如何进一步减负？
这两年，减负是中国教育的热门话

题，如何进一步减负？储朝晖认为，这些
年教师和学生的负担重，是由于外在于
教学的要求太多。减负的关键，就是把
跟教学没有直接相关性的内容减掉。

他还提到，调研发现，中小学生中存
在两个突出现象：被动性人格和孤立性人
格。为此他建议，不要把孩子的时间和空
间塞得太满，要让孩子有自主活动的时间
和空间，有自主实践和自主选择的内容。

陈志文认为，只要学习必然有它应
该有的负担，要减的是多余的负担。其
次，家长也需要解决观念问题，不要着
急，让孩子多尝试、多体验，人生是扬长
避短。 本报综合消息

居民整体睡眠质量欠佳，近1/3的人群睡眠时长不
足，22%的人群睡眠质量较差，00后入睡困难，70后夜醒
频繁……3月16日，在2024世界睡眠日中国年度主题发
布会上，《2024 中国居民睡眠健康白皮书》揭示上述现
象。

《白皮书》自今年2月启动，基于超1万名的研究用
户，主要人群包括学生、上班族、退休职工等人群。

居民平均在零点后入睡
夜间睡眠时长只有6.75小时

《白皮书》显示，居民平均在零点后入睡，夜间睡眠
时长普遍偏短，只有6.75小时。平均夜间清醒次数不多，
为1.4次。居民总体睡眠得分为75分，睡眠质量欠佳，还
有较大提升空间。

从夜间睡眠时长来看，只有27%的人群睡眠时长在8
小时以上，45%的睡眠时长为6小时-8小时，28%小于6
小时。从夜间睡眠得分来看，有 36%的人群在 80 分以
上，64%的人群睡眠质量欠佳（＜80分），其中睡眠质量较
差（＜70分）的人群占比22%。

大多数人都曾有过睡眠困扰，易醒/早醒、入睡困
难、夜间如厕是最主要的睡眠困扰，64%的人群睡眠困
扰频次小于 1 次/周，27%的人群达到 1 次-2 次/周，更
有 3%的人群达到 3 次以上/周。此外，咳嗽/鼾声高、
做噩梦、呼吸不畅、疼痛不适等也是睡眠困扰的原
因。

53%的人群处于睡眠呼吸暂停风险偏高的状态，睡
眠呼吸暂停风险偏高人群夜间睡眠时长显著偏短，比低
风险人群每日平均少睡43分钟。《白皮书》提示，90后和
00后的人群中，睡眠呼吸暂停高风险的比例约有33%，低
风险比例为67%。

睡眠呼吸暂停高风险比例最多的是 70 前，比例为
85%，70后、80后分别有74%、61%。

频繁饮酒人群睡眠时长短，睡眠质量较低。饮酒人
群比不饮酒人群平均每晚少睡27分钟。饮酒频次越高，
睡眠质量越低，每周饮酒大于7次的人群比从不饮酒人
群，睡眠得分低4分。

体形过胖也会影响睡眠质量。《白皮书》显示，随着
BMI 的增大，睡眠得分大于 80 分的人群比例逐渐减
少。当 BMI≥28 时，只有 21%的人群睡眠得分大于 80
分。

入睡困难成为00后、90后、80后最大的睡眠困扰
《白皮书》显示，不同年代的人面临着不同的睡眠困

扰。
入睡困难成为00后、90后、80后最大的睡眠困扰，比

例分别有22%、26%、20%，第二大困扰因素则是夜醒/早
醒，比例分别为17%、18%、19%。70后最大的睡眠困扰则
是夜醒/早醒，有20%的人群面临这一困扰，入睡困难和
夜间如厕并列排第二位，均为17%。70前则是夜间如厕、
夜醒/早醒并列排第一位，均为21%，14%的人群存在入睡
困难问题，平均每晚清醒2次，睡眠质量偏低。“要关注退
休人群的睡眠质量问题。”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长黄志
力说。

从入睡时间来看，仅有29%的人群在23点前入睡，47%
的人群在零点后入睡，其中13%的人群在凌晨2点后入睡。
00后平均入睡时间为00：33，70前入睡时间为23：02。

年轻人成为熬夜主力。大学生非工作日的入睡、觉
醒时间会比上班族更晚，手机日使用时长偏高，熬夜严
重。56%的大学生每天使用手机超过8小时，且有51%的
人在零点后入睡，更有19%的人入睡超过凌晨2点。“要
重视大学生群体的睡眠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黄
志力说。

上班族群体在非工作日夜间睡眠往往更充足，比工
作日平均多 33 分钟入睡、觉醒时间也会比工作日晚一
点。黄志力强调，应加强睡眠科普教育，培养健康睡眠
习惯。

热爱运动的人群（月运动频次≥10次）偏向于早睡早
起，平均23：56入睡，7：26觉醒，比月运动频次≤3次的人
群的夜间睡眠时长少将近14分钟。

>>多知道点
白天补觉有用吗？
中国医学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心理（睡眠医学中

心）主任医师刘艳骄称，白天睡眠状态下，人体内促进觉
醒、工作激情的物质一直在分泌，晚上熬夜后第二天白
天不要进入一个睡眠周期，可以午后短暂小憩40分钟-
45分钟，对恢复前一晚熬夜带来的影响更有帮助。

饮酒能够助眠吗？
复旦大学营养研究院高翔教授称，研究发现，喝酒

越多，综合睡眠质量越差，呈现剂量-反应关系。饮酒能
帮助人快速入睡，然而睡眠很复杂，不仅仅是入睡，还有
睡眠期间的质量以及醒来后的状态等，饮酒会造成整晚
睡眠时间的片段化，易醒且易做噩梦。

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杨威双胞胎女儿在家上学”
话题引起热议。

一段时间以来，孩子反复发烧生病，
已经成为家长的新困扰。孩子回家里上
学，合法吗？靠谱吗？

专家：在家学习要看情况，需慎重
近日，体操奥运冠军杨威在社交平

台发布视频称，由于去年两个女儿连生
好几场病后，他跟妻子杨云做了个大胆
尝试，让上一年级的两个女儿暂时不去
学校念书，全程在家上私教。

他表示，这是为了让孩子调养身体，
也是为了让她们学得更好、玩得更好。
他介绍，妻子亲自担任班主任，给孩子制
定了专属课表，所有的课程都安排了不
同的家教，上课地点改为他们的公司。

这条视频在网上引起热议。有网友
赞同，认为在学校天天生病，还不如在家
学习。也有人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孩
子需要在小伙伴的陪伴下健康成长。

14日杨威再发视频回应，因为孩子
一年生病了11次，请假回家调养身体，
才选择请私教弥补功课，并不建议大家
效仿，等孩子恢复好了，自然会回归学
校。

“在其他国家也有这种情况，前些年
还有比较多的案例。”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孩子能不能在家
里上学是根据家庭条件决定的，孩子生
病只是个诱因。

他认为，实际上现在中小学要求学
的东西，部分已经超过了学生的发展水

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长觉得自己能
够把孩子教育的责任承担起来，也可以
去做这种选择，但如果没有条件就不要
勉强，不能为了在家而在家，需要慎重。

可以注意到，教育部于2017年发布
的《关于做好2017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
工作的通知》中曾提到，适龄儿童、少年
未按《义务教育法》相关规定入学接受义
务教育的，学校及教育部门要立即落实
失学辍学学生劝返、登记和书面报告责
任。对于因身体健康等原因确需缓学
的，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向县级教
育部门提出申请，获批准后方可缓学，不
得擅自以在家学习替代国家统一实施的
义务教育。

孩子反复生病困扰家长，咋办？
孩子反复生病，三天两头请假，近段

时间以来，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此前还
有媒体报道，在山东济南有的学校班级
达到半数缺席。

“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容易生病，尤其
是冬天。”上海的家长李女士说，她儿子
正读小学一年级，去年冬天因患支原体
肺炎两周没去上学，第一周孩子一直在
发烧，在家也没办法学习，第二周才开始
补作业，也只是在孩子精力还可以的时
候才能学一些。

在李女士看来，孩子都在一个集体
中，交叉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但主要还是
孩子自己的免疫力，因为她儿子后来几
次都是在外面玩着凉才生的病。她表
示，孩子生病了，家长也得请假看孩子，

不小心全家都会被感染，“太崩溃了 ”。
此外，孩子生病后，谁来照顾孩子、

反复生病是否会影响免疫力等也成为家
长们面临的难题。

上海市肺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
科副主任胡洋表示，一般来说，反复感染
对身体肯定是有一定伤害的，但是否对
免疫系统有伤害，则主要看患者本身的
免疫功能。“免疫系统的功能从幼年到成
年是在不断增强的，有些人感染一次反
而有利于刺激其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
有些人本身免疫功能就比较低下，又有
基础性疾病，感染一次可能就会加重一
次，免疫力也会更差一些。”

在储朝晖看来，孩子经常生病，原因
很复杂，一方面可能是学校的活动太少，
当孩子总是坐在教室里面，活动量不够，
可能就容易生病。也有可能是教室的室
内外环境原因，比如室温不稳定，此外流
行性疾病也是很大的原因。

他认为，孩子经常生病，首先要找对
原因，看是自身免疫力原因还是外部原
因，如果不是外部原因，并不建议家长把
孩子带回家里学习。他建议，对此学校
也可以作相应改进，比如根据学生的年
龄段灵活调整课程安排，保证室温稳定
等。

储朝晖还提到，最近教育部、国家卫
健委等四部门发文，其中提到，中小学校
每节课间应安排学生走出教室适量活动
和放松，每天统一安排30分钟大课间体
育活动。 本报综合消息

普职分流引争论 取消是最优解吗

在家在家““上学上学””，，合法吗合法吗？？靠谱吗靠谱吗？？

3 月 17 日，消防救
援力量抵达火灾现场，
展开扑救。

记者从四川省甘
孜藏族自治州相关部
门获悉，截至 17 日 10
点，四川省甘孜州雅江
县呷拉镇白孜村发生
的森林火灾暂无人员
伤亡报告，起火原因正
在调查。

3月15日17时，雅
江县呷拉镇白孜村发
生一起森林火情。后
因火场风力突然增大，
火势迅速扩大蔓延成
由南向北3个火场。

新华社发（四川省
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居民整体睡眠质量欠佳

年轻人成熬夜主力

四川雅江森林火灾暂无人员伤亡四川雅江森林火灾暂无人员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