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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开学总动员

湖湖南南盲盲人人教教授授来来烟烟台台教教英英语语
将在滨州医学院工作5年，立志培养盲人精英

为了当老师

先当一年学生
2007年，王家勇彻底失明后就告

别了讲台，但他一直希望返回讲台。
为此，他尝试了很多次，直到今天，他
还清楚地记得当年第一次申请回到
讲台当老师的经历。

2010年，王家勇了解到，福州海
德里盲人学校免费为盲人提供教育，
王家勇说，“我觉得我可以去做志愿
者免费教外语。”

不过，他的申请没有通过。“学校
老师问我教过盲人没有？会盲文吗？
我说没有教过，也不会盲文。然后人
家就拒绝了我。”王家勇说，“我当时
就说，不能当老师，那我当学生吧。”
就这样了，本来要去当老师的王家勇
在这所学校当了一年的学生，学会了
盲文。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明年取消“济青线”

烟台考生很期待

本报9月3日讯(记者 李楠楠)
3日，省教育厅明确提出，明年高考我
省将统一划定各批次录取控制线，这
意味着取消了“济青线”20分的优惠，
全省二本线将统一，烟台考生和济
南、青岛的考生站到了同一起跑线
上。

3日，省教育厅发布公告，从2014

年起，全省统一划定各批次的高考录
取控制分数线。长期以来，山东本科
二批的分数线有3条，分别是省属线、
市属线和济青线，今年高考中，省属
线与市属线合并成一条线，但仍然保
留了线下20分的“济青线”。“济青线”
通常会比省属线低20分左右，这也是
济南、青岛考生在高考过程中享受到
的最大“福利”。但不少烟台考生的家
长说，“多少年了，烟台执行的省属线
一直是全省最高的，这次总算给了烟
台考生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

全省统一划线对于烟台的考生
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消息。今年，全
省首次将本科二批省属线和市属线
合并，原执行市属线的淄博、枣庄、潍
坊、济宁、泰安、临沂、德州、滨州、菏
泽9市与东营、烟台、威海、日照、莱
芜、聊城6市统一执行省属线，这一下
子拉低了二本线，今年的二本首条省
属线文科比去年降低了10分，理科比
去年降低了44分。分数的降低也让更
多烟台考生上了本科。

“明年全省一条线，17市考生的
分数一平均，多了不敢说，最少我们
的录取线可以降低七八分。不要小看
这七八分，在二本阶段一分之差也许
就是几千人。”莱山一中教师曾庆山
说，全省本科二批录取线统一后，会
有更多的烟台考生有机会上本科。

66岁岁娃娃寄寄宿宿第第一一夜夜，，哭哭着着““找找妈妈妈妈””
寄宿制小学新生第一次独立睡觉，男孩女孩都不适应

“这是我的微博。”借助
读屏软件，滨州医学院特教
学院的英语教授王家勇娴熟
地操作电脑。眼前这位56岁、
头发花白的教授已经双目失
明多年。虽然刚到烟台不久，
但王教授和妻子赵秋容都觉
得这里不错。

“我是在网上了解到滨
州医学院开设了盲人医学本
科班，就在6月份写信给特教
学院刘志敏院长，看学校是
否需要外语老师。我本身也

是盲人，和盲人学生交流沟
通都没有问题。”王家勇说，

“我们一拍即合，我8月底就
来这报到了。”

据了解，作为全国医药类
高校首个设立盲人本科班的
滨州医学院去年首次招收了
11名视障生，今年新招生了29

名新生。学生一多，师资就紧
张。“王教授一来，真是雪中送
炭。”特教学院办公室主任王
友磊说，开学后，王教授就要
给2012级视障生上课了。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去年，滨州医学院开设了省内首个盲人本科班，今
年，盲人本科班又将迎来29名新生，新生9月4日正式报
到。而来自湖南湘潭的盲人教授王家勇已经提前来滨
州医学院报到，未来5年，王家勇将教授盲人本科班的
外语课。

本报9月3日讯 (记者
林宏岩 ) 9月 2日晚上 8时，
烟台双语实验学校的2 1 0名
寄宿制小学一年级学生回
寝 室 准 备 睡 觉 了 ，一 回 寝
室，王晓然就急哭了，因为
妈妈为她准备的睡衣找不
到了。当天晚上，记者跟随
这些寄宿小学生，记录了他们
第一次独立睡觉的经历。不少
孩子都是在哭泣中入睡，一个
孩子哭，其他的孩子也都一起
哭着喊着“找妈妈”。

晚上 8时，双语实验学
校的寝室格外“热闹”，生活
老师格外忙碌。“我没事，只
不过有点想妈妈了。”不刷
牙、不洗脸，来自海阳的一
年级新生初安琪闷闷不乐，
眼泪汪汪地坐在床上。初安
琪说，在家的时候，她一直
是和妈妈一起睡觉，第一次
没有妈妈的夜晚让安琪有
点不适应。“老师，我找不到
睡衣了。”王晓然找不到睡
衣急哭了，看到她哭，同在
一个寝室的女生们也都哭
着喊着“找妈妈”。

寄宿第一天，小“男子汉”
们也变得很“脆弱”。马上就要
熄灯了，躺在床上的冷宗翰的
眼泪还是直往下掉。

从孩子们回到寝室开始，
哭声就此起彼伏，晚上8时30

分，马上就要熄灯了，有的孩
子已经在哭声中红着眼圈睡
着了，有的孩子还在看着天花
板掉眼泪。

孩子们的这种状态在双
语实验学校德育室主任包明
新看来是非常正常的。“第一
次离开父母独立睡觉，对于6

岁的孩子来说不是简单的事
情。”包主任说。

王家勇原为湖南工程学
院外语外贸系主任、英语教
授，他患有先天性白内障，
2007年彻底失明。

2009年初，一位朋友向
王家勇介绍了一款电脑读屏
软件，刷微博、浏览新闻、远
程英语授课……他的生活开
始变得丰富起来，但他还觉
得缺点什么。在讲台上耕耘
了20多年的王家勇希望能重
返讲台。后来他和妻子毅然
到贵州山区的一个职业学院

义务为盲人上课。
谈到为什么选择来烟台

教书时，王家勇说，“我了解
到，滨州医药学院开设了盲
人本科教育，将来还可以申
办硕士点，我认为在这里盲
人高等教育大有可为。”

王家勇说，“我会用自己
的经历和学识教给盲人学生
自尊、自立、自强、自信，我希
望他们毕业后不但能自食其
力，还可以有机会去深造，成
为精英人才。”

王家勇，男，汉族，硕士研究生学历，1957年7月生于湖南邵阳。曾
任湖南工程学院外语外贸系主任、英语教授；湖南省大学外语专业委
员会常务理事；湘潭市翻译工作者协会副会长。

王家勇患有先天性白内障，几近全盲，后经手术治疗才获得微弱
视力，2007年彻底失明。1977年恢复高考，王家勇毅然辞掉干了3年的
装卸搬运工作，潜心复习并考上了邵阳师专，后来又花两年时间完成
了湖南大学英语研究生班的课程。毕业后，王家勇成为了一名英语教
师。20多年间，他从未因私或因病休过假。他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
师”、“感动湘潭”人物等称号。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主动请缨来滨医教书

立志培养盲人精英人才

搬运工出身的全国模范教师

人物资料

头条链接

分数线统一走了十几年

2003年以前，我省本科二批分数线
有16条。到了2003年，为缩小地区间分
数线差距，逐步推行全省统一划线，全
省16条分数线缩减为8条，分为省线、济
南、青岛、淄博、潍坊、泰安、临沂、德州8

条线。从2004年开始，本科二批线再度
缩减，成为4条，即省属线、济南线、青
岛线、市属线。执行省属线的有东营、
烟台、威海、日照、莱芜、聊城；执行市
属线的有淄博、枣庄、潍坊、济宁、泰
安、临沂、德州、滨州、菏泽。

由于济南线与青岛线相同，所谓
的“4条线”实际上也就是3条，很多人
因此将济南线与青岛线合称为“济青
线”。按照划线规则，省属线和济南、
青岛线的分差控制在20分之内。到
2011、2012年，由于市属线与“济青
线”差距逐步缩小，我省的二本线基
本已减为两条。2013年省、市线并线
之后，二本线真正变为两条。

相关链接

虽然家长选择把孩子送
到寄宿制学校，但是采访中还
是有不少家长表示出了担忧。
双语实验学校德育室主任包

明新提醒，作为家长，不能把
寄宿当成“托管”，每到周末家
长必须拿出时间陪伴孩子，加
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增加

对孩子的了解，如果一“寄”了
之，周末也不管不问，很容易
造成亲子之间感情的淡漠。
本报记者 林宏岩

寄宿不等于托管，家长作用很重要

老师建议

委屈难以疏导，不利孩子成长

在鲁东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王惠萍看来，让6岁的孩子开始寄宿制
生活弊大于利。

“在学校待了一天，有什么委屈，
遇到什么有趣的事情，6岁左右的孩子
们总喜欢和父母说，但是寄宿制小学
生就失去了这种机会，这会对孩子的
性格形成产生不好的影响。”王院长
说，家长在选择寄宿与否的时候应该
主要考虑孩子的性格。

锻炼独立意识，应该从小开始

21世纪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小学实行寄宿制可以培养孩子的独
立意识和集体意识，这对孩子的成长
有好处。

熊丙奇认为，很多家长把孩子送
到寄宿学校是为了锻炼孩子的独立
意识，但是在这之前家长也要提前锻
炼孩子独立生活的本领，否则很可能
起到反效果。

盲人教授王家勇课下会通过网络和同学们交流。
本报记者 李楠楠 摄

支
持

反
对

2日晚上，宿舍马上熄灯了，有的孩子已经在哭泣中入睡，有的还在想妈妈。本报记者 林宏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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