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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学学啦啦！！5500万万小小儿儿郎郎今今日日返返学学堂堂
环山路、南山路等路段车流量将增大，市民出行请留意

专家

教育体制不变

补课在所难免

这个寒假，孩子们大多过得不轻松

3355天天寒寒假假，，2200天天在在上上补补习习班班

本 报 2 月 2 3 日 讯 ( 记 者
张 晶 ) 今 日 ，全 市 5 0 多 万 中
小学生正式结束假期，返校开
学，假期从 1月 2 0开始，2月 2 3

日结束，一共 5个周的假期。与
此同时，烟台多所高校也在今

天正式开学，“大学生”和“小
学 生 ”们 正 式 开 启“ 学 习 模
式”。

2 0 1 4年，烟台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继续执行“寒假5周+

暑假 7周”的假期制度，寒假放

假时间为2014年1月20日至2月
2 3日。2 1日芝罘区中小学来校
报到之后，打扫卫生，领新书，
部分学校还收取了孩子们的寒
假作业。

此外，烟台大学、鲁东大

学、山东工商学院等几所驻烟
高校也同日开学，滨州医学院
( 烟 台 校 区 ) 和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烟台校区）将在 1周后正式开
学。

近日高校学生集中返校，

中小学开学，路上车流量较大，
环山路、南山路等中小学集中
的路段可能会出现堵车现象，
来 往 的 行 人 车 辆 注 意 提 早 出
门，绕行容易拥堵的路段，以免
耽误行程。

本报2月23日讯 (记者 张
晶) 寒假应该是学生们一个学
期学习后的集中休息，但这个寒
假，很多孩子并不轻松，记者调
查的家长多多少少都给孩子报
上了特长班，有的特长班一直上
着，假期也没有停过。

虽然口口声声说着自己没
有给孩子增加压力，但家长们还
是不断地给孩子报各种特长班。

“我们平时学游泳，周六拉丁，周
天美术”。一名小学一年级的家
长告诉记者，拉丁和游泳是为了
减肥，美术是孩子自己喜欢。“因
为俺闺女不好动，但凡好动，我
也不给她报这么多了，我们家三
门算少的，有的家长还给孩子报
了书法和钢琴。”

相比小学而言，初中文化课
补习也没有因假期原因停止过，
刚上初一的学生家长李女士说：

“孩子上初一，压力有点大，学习
不怎么认真，假期给报了20天的
数学和英语，孩子学习一般，做
家长的也很着急。”李女士说，小
学从来没给孩子报过班，就是上
初中了之后，担心孩子上不了好
高中，才让孩子补课加加油，关
键是给孩子花了钱还不起作用。

“做家长的只要是对孩子有帮
助，我们都得去做，为孩子尽力
去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这才是主
要的。”

为了孩子花钱只是尽自
己做父母的责任，并没有要
求孩子一定要学习好。“寒假
也补课了，也不知道管不管
用，先上着吧，别家孩子都报
了，自己报一个心里踏实，别
误了孩子，希望孩子能理解
做父母的良苦用心，通过这
种方式来鼓励孩子好好学

习，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顺
其自然就好。”家长李女士这
样说。

“报班也没想那么多，
考虑到孩子喜欢就给他报，
没指望着能走上这条路。”
一名家长告诉记者，孩子开
心就行，将来学习怎么样无
所谓，“人的一生不能只用

学习来定论，得综合着看，
现在真是没法那么早下结
论，我们以前班里学习好的
人发展也没说好在哪，反而
那些学习差的现在都混得
不错。未来还太远，如果孩
子真心喜欢美术，并且从事
相关行业，才会考虑进一步
深造。”

家长 别家孩子都报了，不报不踏实

家长们有家长的不易，孩
子们也有孩子的想法，烟台三
中分校一名初二学生告诉记
者，上个学期玩的时间多了点
学习退步了不少，寒假的时候主
动“请缨”，给自己报了英语和
数学，打算在假期期间好好复

习上学期课程，预习新课程。
而马上要面临中考的初四

学生小姜也说，自己只剩复习
过去的功课了，没有要预习的
新课程，只是在一个老师家里
学习英语，有不懂的随时提问。

不过，有的学生并不喜欢

自己假期上补习班，“学校一
直没在假期给我们上过课，但
是回家了爸妈却非得给我报
个班，同学都约好了要出去
玩，别人都出去游戏的游戏，
玩的玩，一个人肯定学不到心
里去。”

学生 成绩下滑，寒假主动要求补课

烟台二中东校初一七班
班主任姜老师说：“有些孩子
觉得一学期下来，有些功课还
没掌握，可以利用假期查漏补
缺，以便能顺利地进行下学期
的学习，毕竟学习成绩还是中
高考的依据。”

也有不少老师认为，大
部分补习班授课都没有针对
性，对孩子学习没太大用处。

“家长不知道，一个研究生给
孩子补物理，他也不知道学
校教了些什么，补习没有针
对性，超前学的孩子还有可

能在上学以后不认真学习
了，所以我不建议孩子们在
假期补课。孩子的学习关键
还是得看课堂上的效果，盲
目的补习得不偿失。”烟台一
中从事语文教学二十多年的
老师说。 本报记者 张晶

教师 没有针对性的补习对学生没用

对于寒假依然盛行的补习
热，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先生曾
经撰文指出，一刀切地取消校内
的补课班，从表面上看，这让办学
环境清净了，可是这治标不治本，
学生还是到校外补课，且付出比
校内更高的补课费，而校内的资
源闲置，纵有三令五申，一些学校
的教师还是到社会培训机构去兼
职，这是不推进学校管理制度改
革，而采取的忽视学生现实需求
的做法。

此外，补习热的最根本的原
因还在于学生家长对稀缺性优质
教育资源的渴求，对优秀成绩的
渴求。中国海洋大学教育学研究
学者张银再一次谈到了中高考对
于学生成绩的要求，考试都要按
照成绩录取，在现代教育改革没
有实质性突破之前，学生追求高
分好成绩的现象不会有较大改
观。

虽说本科毕业的学生不一定
找份好工作，但是家长的观念依
然没有较大改观，希望孩子能有
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走职业教
育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这些问题
都是当下人们不得不面对的现
状。 本报记者 张晶

大大学学生生返返校校带带的的啥啥？？
家乡特产最受捧，吃的占了行李一半多

本报2月23日讯(记者 柳
斌 金夏瑞 实习生 衣涛 )

这几天，各大高校的学生纷
纷踏上了返校的征程。一个个
背包、一件件行囊里装了些什
么呢？记者探访发现，大学生行
囊中带的最多还是家乡特产，
不少学生的行李中吃的占了行
李一多半。

“在家带了什么？大多数都
是吃的。”“带了米线、鲜花饼，
还有喵哆哩。”“带了四只扒鸡，
打算分给同学们吃的。”记者了
解到，在学生们的行囊中，地方
特产成了大家带的最多的“行
李”。

石婷是烟台大学国际贸易
专业的学生，她说每次回家妈
妈都会准备很多好吃的，恐怕
自己在外会受了委屈。打开背
包，里面有牛干巴、折耳根、香
肠、腊肉、辣子鸡、蜂蜜等食品。
石婷说这些都是贵州的特产，
也是她爱吃的。“这些都是妈妈
给精心准备的，一是带回来自
己吃，二是分给宿舍的同学们
尝尝。”石婷说。带了这么多好
吃的，石婷介绍起来还有些不
好意思。

老家在云南的焦美荣和朱
燕芳也带了不少来自家乡的特
产，成包的米线、鲜花饼、喵哆
哩等，他们说，这些都是云南的
特产，带给宿舍的同学们尝尝。

来自德州的马玉莎除了带

了日常用品，还带了家乡特产
扒鸡，还有不少同学带了家乡
的灌肠、腊肉等，甚至还有栖
霞、海阳的同学带了烟台苹果，
莱阳同学带了莱阳梨，家乡特
产受到同学们热捧。

记者采访了30多位返校的
学生，大多数都带了吃的回来，
不过也有同学带了厚厚的考研
资料回来。来自潍坊昌邑的郝

同龙同学是烟台大学法学院大
三的学生，刚上大学时就决定
要考研，这个寒假他就在家里
开始准备考研材料了。

“寒假里跟爸妈打开心扉，
好好聊了一下我今后的打算，
当爸妈知道我决定考研时，立
刻表示他们会大力支持，寒假
里他们就帮我咨询各类的考研
信息，并且给我买了好几本考

研复习资料，临返校前，妈妈还
鼓励我，只要自己真的用心了，
考研一定没问题”。

提到开学都从家里带了些
什么，郝同龙告诉记者：“爸妈
怕烟台这边冷，为我准备了几
件厚实点的衣服，还装了一些
我们那儿的特产，此外就是一
些考研资料了，有我之前自己
买的，也有爸妈为我买的。”

最贴心：床单、被单家里洗，水
果带了半袋子。烟大化学院的小胡
返校时也带了不少行李，“水果就
带了半袋子。”小胡说，其中一个行
李是带回家洗的床单和被罩，另外
还有几件衣服。

分量最足：一件行李，半箱是
苹果。来自栖霞的大二女生小闫的
行李箱足足有30斤，光是苹果就占
了近20斤重。

操心最多：偷偷在箱子里放了
针线和花露水。家在陕西渭南的刘
昕经过了二十多个小时的旅程后，
来到宿舍，意外发现箱子里面还多
了一盒针线和一瓶花露水。原来是
妈妈提前为孩子夏天准备防蚊子
用的。 本报记者 柳斌 金夏瑞

行李之“最”

相关链接

圆满完成

春节保电任务

本报讯(通讯员 刘华) 今年
春节期间，莱州电网运行稳定，电
力供应充足，春节期间电网最高负
荷 2 4 4 . 3 MW，比去年同期增长
0 . 5%，最低负荷130 . 8MW，比去年
同期降低3 . 3%，最高日网供电量
4 6 8 3 3 8 0 kWh，比去年同期增长
4 . 6%。

国网莱州供电

为了让同学饱饱口福，烟台大学化学院的马玉莎一口气拿了四袋德州扒鸡，占了整个行李箱的
三分之一。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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