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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高考保送生制度可以弥补高考
人才选拔的弊端；也有人认为高考保送生制
度造成了教育不公平现象，应该取消；还有过
来人说，高考经历是人生的一场实战，无论得
失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

@杜安新：一直非常关注有关高考的优
惠政策，因为儿子马上要升高三了。关于保送
生制度，我专门去咨询过老师。老师直接告诉
我，学校没有保送资格。后来我才知道，普通
中学和农村中学基本都没有保送名额，不少
家长和学生都没听说过有保送生这回事。我
的孩子连竞争机会都没有，这太不公平了。

@西北鲁晋：高三时，班上前几名的学生
都没有享受到各种高考优惠政策，相反都是
考一本吃力的学生，去参加了自主招生考试
或者有校长推荐资格。我当时觉得挺奇怪，为
什么好学生反而没有资格？后来成绩出来，我
才明白，学校看的是升学率和升名校率。

@我不爱得瑟：这就是优秀者的福利，没
什么可取消的，如果你也想这种“幸运的人”
那就去努力的让自己变得更优秀吧。

@东山谢氏：高考也好，保送也罢，只要
严格执行选拔录取制度，就不存在不公平的
问题。保送制度确实可以弥补高考招生的弊
端，有些笔试能力差但确有某专业特长，或综
合素质高，或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将有机会进
入大学继续学习，让他们的长处得到充分发
挥。再完美的制度，只有碰到完美的执行者，
才显得完美，因人而异！

@嘟嘟瓷娃娃：高考人才选拔确实存在
弊端，但不是高考保送生制度可以弥补的，对
广大考生而言是实实在在的不公平，毕竟有
资格保送的学生只在部分学校里面。

@withuu：今儿晚上就要见一高考保送
的，但我想，如我们这般还能在这儿回忆高
考，遗憾或幸运都是一次人生重要的经历，那
些保送生却是一片空。想起当年我一要好的
同学，保送北大，他非要清华不可，最后虽然
考了清华不太理想的化学系，硕士以后他就
选回环境工程，现在美国工作，博士也拿出
了，他是真没遗憾了。

李小凯 整理

高考保送制度

该取消么？

□李洪嵩

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教育体制改革换汤不换药，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仍然是以考试为主。大部分中学仍然
为了升学率而疲于奔命，老师和学生们也迷失在做题、考试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齐鲁晚报》消息，8日，为庆
祝全国第七个“文化遗产日”，增强
人们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潍坊以
“潍水文化与活态传承”为主题，举
行了潍坊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拜师收徒仪式，致力于传统文化的
“薪火相传”，八位非遗艺人现场收
徒16人。

能够获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很荣耀也很有意义的事情，然而随着
社会进步，生活节奏加快，人们越来
越远离那些曾经红火一时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潍坊，作为一个传统文
化强市，有众多的非遗项目，包括风
筝制作、剪纸、核雕、扑灰年画等
等，都代表历史悠久的文化传承，在
省内、国内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可是，因为时代原因，一些非遗
文化一度得不到重视，甚至出现失传

的危险。如何将悠久的传统文化传承
下去，并发扬光大，成为业内人士不
断思索的问题。潍坊采取的拜师收
徒，师徒相传的办法，为非遗的复兴
添了一把火，加了一把力，可以说抓
到了点子，走对了路子。

不同于现代化大生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往往都是手工业、作坊式经
营，急不得、抢不得，只能用笨功
夫，一切按部就班去做。例如风筝制
作，手工的才能做出水平，才能有代
表性；而核雕，更是要费劲九牛二虎
之力，用尽功夫才能看到成果。

至于剪纸、嵌银、刺绣等工艺，
也是一剪一剪，一针一针做出来，要
想规模化、机械化，那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很多
年轻人没有毅力去学习掌握，也一度
让非遗陷入了无人继承的窘地。现在
采取的拜师收徒，就是寻找那些有志
于非遗保护的年轻人投入到这项工作

中来，在师傅的耳提面命下掌握非遗
手法，并加以发扬光大。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其存在的意
义，不是短时间显现的。倘若流失
了，将是莫大的损失。现在，很多人
宁愿相信西医，而不看中医。问题就
是中医的传承出了问题，很多名医有
高超的医技，却没有传承下来，让人
唏嘘不已。面对非遗，我们再也不能
做后悔莫及的事情了。采取适当的措
施，把人类历史上曾经写下光辉篇章
的非遗文化好好保留传承下去，是对
社会负责，也是对子孙后代负责。

□王三华

教育应从考试中走出来

保护非遗，师徒相传挺给力

诸城一中高二22班学生金俊的
“管流水发电装置”等六项发明，
在6月4日同时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专利审查，获得六项国家专利。
(2012年6月12日《齐鲁晚报·今日潍
坊》)

一说到发明创造，很多人可能
都会联想到高科技，而研究发明创
造的人员，一般也都是专业技术人
员。然而，如果告诉你，一个十几
岁的中学生能够研究出多项发明创
造，并且其中若干项发明创造获得
了国家专利，恐怕很多人都不相信
自己的耳朵。一个少年人是怎样做
出这样的成绩？学校和家庭是怎样
培养他的？一堆问号等着解答。

据悉，该中学生所在的中学诸
城 一 中 ， 组 织 了 “ 科 技 创 新 社
团”，吸引爱好发明创造的同学参
加，并且花大力气在这方面培养他
们。经过几年的努力，同学们的成绩
斐然，他们的作品曾多次在市级以上
比赛中获奖，有多项科技成果获得国
家专利，文中提到的金俊同学，就是
众多小发明家中的杰出代表。

诸城一中能做出这样的成绩，
非常不容易，如果考虑到我们当前
的教育环境，那么这个学校的创新
教育就更加让人钦佩了。众所周
知，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是以中
考和高考为中心的应试教育，评价
某个中学教育质量和成绩的标准，
就是看该中学的升学率。在这种应

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只
会死记硬背和考试，而不会创新。
我们的学生在国际奥赛中屡屡获得
佳绩，却总也培养不出我们自己的
科学家，就是实施应试教育体制的
恶果。

虽然，很多人都认识到这个问
题，专家也屡次呼吁进行教育体制
改革，教育部门也进行了多方面的
尝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导致
教育体制改革换汤不换药，我们现
行的教育体制仍然是以考试为主。
大部分中学仍然为了升学率而疲于
奔命，老师和学生们也迷失在做
题、考试的怪圈中无法自拔。

诸城一中走出了一条新路子，在
改变不了现实的情况下，在自己能力
许可的前提下，组织同学们开展二课
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才是我
们想要看到的创新教育。希望教育部
门也能够俯下身子，多向这些学校取
取经，转变一下自己的工作思路，将
有效的教育改革落实起来，也为国家
真正培养一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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