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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剑锋

高 考 成绩揭 榜 ，“几家
欢喜几家愁”实属情理之中
的 事 。十 年 寒 窗 苦 读 ，谁 都
是为了考出个好成绩，可作
为 一 种 选 拔 手 段 ，有 人 上
榜、有人落第是不可回避的
客观事实。

某种意义上讲，高考仍
然承担着改变人生的使命，
也肩负 许 多家长 乃 至 整 个
家族的期待。成绩好固然皆
大 欢 喜 ，但 切 不 可 沾 沾 自
喜 、欣 喜 若 狂 。就 算 中 了 所
谓 的 状 元 ，如 果 贪 图 安 逸 、
不思进取，在未来的人生路
上也不可能继续出彩。从四
川凉山理科状元流浪街头、
湖 北 阳 新 高 考 状 元 沦 落 街
头 捡 垃 圾 中 ，足 以 窥 斑 见
豹。

同样的道理，当下一代
被父母捧在手里怕碎了、含
在口里怕化了地爱着，心理
脆弱、急躁暴躁是共性的标
签 。如 果 缺 乏 正 确 引 导 、有
效的疏导，暂时的失利会给
孩子带来很大的心理失衡，
陷于自暴自弃、放任自流的
境地，甚至做出轻生的极端
行为。

“ 孙 山 ”之 外 还 有 路 的
道理已是老生常谈，且不说
当 下 的 高 考 录 取 率 已 经 相
当高，而且上大学也不是非
要挤进高等学府，通过成人
教 育 、自 学 考 试 等 途 径 ，同
样可以获得大学本科学历。
所 谓“ 天 高 任 鸟 飞 ，海 阔 凭
鱼跃”，只要胸怀远大理想，
又有脚踏实地的精神，胜不
骄 、败 不 馁 ，在 发 展 的 道 路
上 多 一 些 踏 实 ，少 一 些 浮
躁，美好灿烂的人生是触手
可及的。

“ 一 考 定 终 身 ”的 年 代
正在渐渐远去，当下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高考不是人
生的全部，更不是实现人生
价值 的 唯 一 ；高 考 再 重 要 ，
也不过是一次考试而已。考
分 背 后 ，有 梦 才 是 最 重 要
的 。因 此 ，我 们 应 该 尊 重 每
个 考 生 自 由 处 理 高 考 成绩
的权利，让每一个孩子远离
喧嚣与浮躁，从分数的悲喜
中解脱出来，静下心来规划
人 生 、潜 心 学 问 ，才 是 对 他
们最善意的爱与呵护。路在
脚下，关键是如何帮助考生
选好成长成才之路，并把人
生路一步步地走稳走实，这
一点至关重要。

面对高考分数，还是静
悄悄一点，让考生清醒地审
视 自己，不 以 物 喜 ，不 以己
悲，从而顺利地跨过心灵的

“独木桥”，以一种向上的力
量来安放自己的青春，活出
属于自己的精彩。也只有走
出唯高考论、唯学历论的包
围圈，才能让整个社会的高
考焦虑逐渐散去，并让教育
公 平 下 的 素 质 教 育 遍 地 开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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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剪子巷杠子头栏目
自创办以来，得到了众多杠
友的支持与厚爱，为将杠子
头栏目办得更好，集思广益，
加强与杠友的互动，现向广
大读者征集每周一期的杠子
头话题，征集那些围绕济南、
贴近生活、适合开杠的话题。

如果您有适合抬杠的话
题，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发
送 至 邮 箱 q l w b j z x @
1 6 3 . c o m ，并附带您的联系
方式。如果您的话题被采用，
将会在杠子头栏目公布并有
相应稿费。

考分背后

规划人生更重要

杠子头话题征集

公公共共空空间间种种菜菜，，咋咋样样才才不不““玩玩火火””
□静嘉

近日，家住济安新区的张
先生在自家楼顶发现了安全隐
患：顶楼住户在楼顶种花种菜、
加盖私人小花园，有的还拉起
铁网防护栏，造成楼顶天台的
消防通道被堵死。小区物业称，
限于执法权问题，张先生所反
映的问题正在协调解决。(详见

《齐鲁晚报》24日C03版)

近几年，楼顶天台种菜之
风愈演愈烈，很多居民觉得，楼
顶空间闲着也是闲着，搞个空
中菜园，既能吃上无公害蔬菜，
还能给楼顶降降温，美化环境，
收益多多。然而，天台不是某个
人的自留地，天台姓“公”，种菜

养花、加盖花园等，势必影响到
别人，像济安新区张先生所反
映的堵死消防通道一事，就是
常见的纠纷。

济安新区的居民楼为多单
元相接的连体楼，如果发生火
灾等紧急事件，居民可以通过
天台从其中一个单元逃往另一
个单元，可见，天台一旦变成菜
园，生命通道就会被堵塞，其后
果不堪设想。其实，天台种菜养
花所面临的管理困境，在国内
很多城市都存在。《物权法》明
确规定，楼顶属于全体业主所
有，物业或居委会没有执法权，
只能教育劝阻，通过法律联名
起诉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操
作起来难度较大，用居民的话

说，“谁愿意干得罪人的事？又
不是自己一家。”

从另一方面说，充分利用
空间，也是绿色节能，连奥巴
马夫人都利用闲置草坪种菜
节约开支，咱种个专供菜吃怎
么就不行呢？有些地方出现物
业擅自拔菜的现象，令业主大
为恼火，这种做法不太可取。

一方面是安全，另一方面
是方便。那两者的矛盾如何调
和呢？笔者觉得，无论到什么时
候，都应将安全放在首位。而在
保障生命通道畅通的前提下，
适当满足居民天台种菜的需
求，这也是亟需面对的课题。

笔者建议，物业或居委会
等，可设置细化的规则，规范管

理，不能任由我行我素，想怎么
种就怎么种。比如，什么区域能
够种植什么菜，施肥浇水如何不
扰民，避免堵塞排水管，杜绝业
主私自安装铁门上锁，或是擅自
拉起铁丝网等等，还可倡导环
保的花盆种植、小规模的泡沫
箱栽种等，这样就能够从一定
程度上破解堵塞消防通道，也
有利于楼顶环境的维护与清
洁。归根结底，天台种菜养花是
一道城市管理的考题，居民养
花种菜，种的是乐趣，也是对田
园梦的渴求与虚拟偷菜的补充，
多些有益的尝试与管理的探索，
而不是一味地否决，这关乎着城
市与时俱进、适应新常态的文明
与进步。

给给线线杆杆找找娘娘家家功功夫夫要要下下在在平平时时
□冯勇

23日，历下区羊头峪西沟
居民王先生指着倒在路边的电
线杆说，“好几天了，电线杆就
在那里躺着，也没人来管这事
儿。”记者看到，此 处 小 道 狭
窄，周围居民楼林立，来往行
人非常多。随着电线杆的倒
地，上面的线缆纷纷坠落，有
的还露出了金属线，看上去
十分危险。（详见《齐鲁晚报》24

日C02版报道）
虽然线缆类型与用途多

种多样，归属单位也是五花
八门，但无论线缆的“娘家”
是谁，日常都应该尽到监管
维护的工作职责，出现问题
应该尽快现身，争取第一时
间赶到现场，尽最快速度解
决问题才是。现在历下区羊
头峪西沟附近，一个排水沟
旁，一根电线杆倒在路边，这
根 电 线 杆 上 还 架 着 不 少 缆
线。整捆垂落的线缆，不但影
响交通，而且存在巨大的安
全隐患。电线杆倒地一周，却
无人问津，足见线缆“娘家”

责任意识与安全意识的严重
缺失。

在市民希望倒地电线杆
的产权单位尽快现身，以负责
任的工作态度整修垂地线缆
的同时，也希望线缆的“娘家
人”尽快到事故现场看一看，
查一查，以便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更希望当地政府部门出面
干预此事，倒逼线缆归属单位
尽快现身，坚决不能让这样的
安全隐患继续存在下去。

笔者建议政府相关职能
部门在这一事件中接受教训，

对各种线缆和线杆的产权单
位予以明确，并将相关信息公
之于众，一旦出现问题鼓励市
民进行举报和投诉。对那些不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恪尽职守
的线缆“娘家”，政府职能部门
应切实负起监管督查的责任，
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通知和监
督线缆产权单位尽快排除故
障；对拒不执行的相关责任单
位，政府职能部门应严格依照
国家规定给予问责和一定的
处罚，还居民一个安全的出行
之路。

葛有么说么

考考试试游游戏戏化化，，如如何何““玩玩得得起起””

形式创新值得提倡

@庄秋燕：以往学校对学生的考查
往往形式呆板生硬，让学生很容易产
生“恐惧”心理，甚至从内心深处厌恶
和抵制考试。另一方面，过去以一张试
卷考查一门课的学习成果，往往以偏
概全，不能科学、有效、全面地反映一
个学生的真实能力。在各种“游戏”和
比赛的过程中完成对孩子们各项能力
的考查，实在是一种教育教学考查方
式的革新与创举，具有开创性、实践性
和全面推广的意义。

葛齐言九点

考试季又到了，一些学校期末考试形式创新，不再是用一张考卷来作为学期学习成果的评价，而是在
做游戏、比赛中完成测评，而且更注重过程性评价。比如，市中区选取七所学校的一年级作为试验点，将学
期知识点整合后形成五项智力闯关。经八路小学二年级2班则玩起了“天才少年总决赛”，犹如一场party。

（详见《齐鲁晚报》24日C04版）期末考试像闯关游戏，对此您怎么看？

□张九龙

从1985年启动算起，中国素质教育
已经走过了整整30个年头，但是而立之
年的素质教育似乎仍处在幼儿期。30年
来，减负、课改等声音不绝于耳，教育革
命的浪潮中，不乏勇于吃螃蟹的弄潮儿，
可是在考试指挥棒下，那些勇者总显得
身单力薄。

又是一年考试季，两个场景形成鲜
明对比：一方面是部分小学试点过程性
评价和趣味检测，校园里办起了最强大
脑争霸赛，孩子们玩得热火朝天；一方面
中考高考的火药味依然浓重，警车开道、
全民备战的情景，多少年来如出一辙。孰
是新闻，孰是旧闻，旁观者心中都有面明
镜，也折射出教育的无奈。

归根到底，高中优质教育资源紧缺
以及高等教育容量有限的状况很难发生
根本性的逆转。这一瓶颈不打破，应试教
育还是会牢牢捏住素质教育的“七寸”。

其实，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不是非黑
即白的关系。一个重过程，一个重结果；一
个关系到教育正义，一个关系到教育公平，
两个好兄弟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完全可
以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有所侧重。

那么，低年级的孩子该侧重什么呢？
许多家长强调“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追求上进，赢在起点，并无可厚非。但是，怎
么样算赢呢？是每次考试都考满分吗？是处
处争第一吗？恐怕没这么简单。

对于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正处在人
格塑造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孩子易学
易教，而且没有升学压力，有条件修好这

颗心。通过游戏和团队合作，让孩子在快
乐中学习和成长，培育孩子良好的行为
习惯，形成均衡发展的学习能力，要比单
纯看卷子上那个干瘪的数字更有价值。

生活中经常见到低年级孩子因为没
考满分而哭鼻子，也经常见到少年学霸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赢得起输得起，
学得好玩得好，这才是低年级娃娃最应
该学会的东西，这恰恰是我们教育孩子
的“短板”。

需要注意的是，在玩中学，得避免用
应试教育的办法搞素质教育，别让素质
教育变了味。老师和家长要多鼓励多引
导，让那些性格内向的孩子学会参与，让
那些善于表现的孩子学会合作。唯有如
此，这场人生的马拉松，孩子们才能跑得
持久，跑得独立。

起跑线上，优先抓好素质教育

不一定所有人都“玩得起”

@彭磊：创新的形式，的确能考查出
一部分孩子的综合能力，却并不一定对
所有人的胃口。那些生性羞涩的孩子，极
可能产生怯场情绪，影响到临场发挥。

此外小孩的考试分数，不少家长还
是一定要看的。做游戏得出的综合评价，
有家长还真接受不了。何况，升学率在小
学日常教学中仍占主导地位的背景下，
让小学生掌握必要的考试技巧还是现实
的。打个比方，考试是“正餐”，而做游戏、
比赛的测试充其量只是“副餐”。

九
点

对出题者提出更高要求

@王婷：这样的考试对老师
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老师对
知识点融会贯通，才能设计出更
好的考查题目，而这样的尝试对
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是十分有利
的，学校、学生和家长应该对这
样的尝试予以鼓励。至于是否能
在低年级学生中全面推广，或慢
慢延伸到高年级学生中，还需要
在实践中慢慢摸索。

葛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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