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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教室亮堂了，理念开放了
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今日召开，两位中学教师畅谈教育变化
本报记者 郭静

1978年，尹守峰的姐
姐正在复习备战高考。

“当时复习资料稀缺，姐
姐借了别人的抄下来，一遍
遍复习，感觉压力特别大。”

尹守峰说。刘敏也称，当时考
大学就像做一个美丽的梦。

资料显示，1978年，我省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只有
0 . 78%。“很长一段时间，大
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哪
怕只考上中专，也是捧上了
铁饭碗，被很多人艳羡。”尹
守峰说。

如今，全省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已提高到24%。今年
我省本专科录取率达到
79.72%，意味着近八成学生
可以上大学，基本实现了“想
上就上”。

“这一数字，意味着高
等教育实现了从精英化到
大众化的发展，山东高等教
育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
化教育。”尹守峰说。

本报济南9月8日讯(记

者 马云云)19日至20日，

第七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
将在济南举行。

会议代表将分别围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
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
括提炼、当前社会道德领域
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
等进行互动式探讨。

20日为“公民道德宣传
日”，当日将组织与会人员在
北极阁举行大型宣誓活动。

论坛还将发表《济南宣言》。

本届论坛由中共中央宣
传部主办，中国伦理学会和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协办，

中共济南市委承办。

本报临沂9月8日讯(记者 崔

岩) 9月4日本报A03版以《考场

都没进，却拿第五名》为题报道了

临沂郯城县教师招聘考试中，一考

生未进考场，却考出了第五名一

事，当时郯城教育局称是抄写分数

时笔误所致。但8日，这位神秘考生

突然出现，说他被安排错了考场。

“我去参加考试了，但因为考

场人员失误，我没能在指定座位上

考试。”8日在临沂，自称是3号考生

的李荣佃说，8月26日早上不到8点，

他早早赶到了准考证上的考场———

美澳学校西校区38考场2号座。不

过，李荣佃发现桌子上没有张贴与

自己对应的准考证号。“更奇怪的
是，这个考场是音乐学科考场，不

是我报考的体育学科考场。”

李荣佃说，监考老师向上级反
映后查明，由于考场工作人员失误，

自己误被安排在了音乐学科考场。9

点20分，经过郯城县教育局盖章，新

准考证终于到手。此时，由于大雨，

原定9点的考试推迟到了10点开考。

李荣佃说他因此没有耽误考试。

“改过的准考证后四位数是
0991。”李荣佃说，寻思着新办的准

考证应该没有对应座位，走进35考

场后，他就径直在后面一排的一张

空桌前坐下并开始答题。

李荣佃称，他并不知道根据新

的准考证号码他应在3号座。“最后

收卷时，监考老师才说我应该是3

号，把我的试卷也放在了3号桌的
位置。”

李荣佃说，9月7日上午，同学
打来电话说教育局在调查自己。听

完同学介绍，李荣佃才知道这几天

出了啥事，“7日之前没有任何部门

与我联系。”对于老师抄分失误和

取消成绩，李荣佃称也不知情。

“7日郯城教育局和纪委的人

去我家调查了。”7日下午，李荣佃
又被郯城教育局喊去，上交准考

证、例行的提问之后，没有得到任

何答复，李荣佃回了家。

李荣佃确有其人？安排错考场

真有此事？郯城教育局何以称成绩
是抄分老师笔误所致，并单方面取

消成绩？针对一系列的疑问，记者8

日下午先后联系了郯城教育局五

个科室，然而对方或称领导不在，

或称上级不允许乱说而拒绝了采

访。但对于9月7日前往李荣佃家
走访一事，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给予

了肯定答复。

在教师节即将

来临之际，全省教育

工作会议将于9日召

开。会上将公布《山

东省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征求意见稿)》，规划

山东未来的教育事

业。

逐渐普及

的高等教育

公民道德论坛

19日在济开幕考生现身称考场安排出错
调整考场后他又“坐错”座位，郯城县教育局对此未作回应

9月8日下午，53岁的山东省实验中学教师刘敏收到了一大捧鲜花，这是学生送给她的
节日礼物，也是她走上讲坛后收到的第28束鲜花。与她一样将迎来节日的还有济南一中的
校长尹守峰，一路从教师到中学管理者，他从没离开过校园。两位资深园丁辛勤耕耘的历
程，或许可窥山东省教育改革发展之一斑。

对刘敏来说，教育改革

冲击力最大的一次是2003

年的教改。那年她正好去美

国教学，2005年回国后，拿

到新教材一下子蒙了。

“强调思维能力，尤其是理性思

维和逻辑思维能力，这正是大学需

要的能力。”刘敏说，让她欣慰的是，

这几年高考的试题有了变化，“比如

今年的山东高考作文题：‘光与影的
变化’，其实考查的就是学生的理性

思维能力，从中能看出语文社会化、

生活化的趋向，我认为这是素质教

育成熟的表现。”

尹守峰说，“现在的理念是开放
的老师教开放的学生，整个思维方

式要改变，不再是循规蹈矩地备课、

上课，而是展示个性化教学，让学生
展示个性化的自己。”

“正如今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所要求

的，培养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的人才，是我们教育发展

的目标。”尹守峰说。

开放的老师教开放的学生

刘敏迄今难忘下乡当老师的经历。

那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济南姑娘

刘敏下乡到齐河做了一名乡村教师。

“村子里的学校是间土屋，即便大白天

里也是黑乎乎的，书桌是用土块垒起来

的，上面搭着木头板子。”

她回忆，当时的小学只有两个

正式老师，其他全是民办教师，家里

种着地，边教书边种地。

不仅是齐河，1978年，省教育

厅、省财政厅联合调查组的报告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所到之处，满

眼是黑屋子、土台子、木凳子。全省

3047万平方米农村中小学校舍，危

房率占59%，有的学校甚至连黑屋

子也没有，孩子们夏天躲在树阴下，

冬天围着太阳转。

群众集资，成为其时改善教育

条件的主要途径。很快，这转化成了

政府行为。“现在的农村小学，建得

一个比一个漂亮。”尹守峰说。

从黑屋子到明亮大教室

格相关链接

郯城教师招考奇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