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课上得多，复习时间就少了

新新新课课课表表表让让让
高高高三三三学学学生生生很很很纠纠纠结结结

中小学课程表进行网上公示，潍坊一时间成为了全国
支援素质教育的领头羊，但荣誉的背后也蕴藏着风险。中
小学生课程表网上公示后，学校不敢随意更改课程了，学
生的课业负担也少了。但是在目前仍然是分数为王、真刀
真枪的高考考场上，这种培养模式会不会让潍坊的学生吃
亏？这种争论从课程表上网的那一刻就没有停止过。

本报记者 杨万卿 付志锦

高考班煮成了“夹生饭”

9月5日，潍坊市中小学开学
还没一周，相比较那些心还未从
假期里收回学校的低年级部的
师弟师妹，高三的学生恐怕是把
假期当成“第三学期”度过了。

记者来到潍坊市一所中学
的高三级部时，正是课下活动时
间，走廊里静悄悄的，见到三三
两两的同学，也是急匆匆来回，
脸上尽是焦灼。

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的孙倩倩打开网上公布的全市
中小学课程表查询，细化到每一
个区、每一个学校、每一个班级
的课程表，一目了然。

孙倩倩打开自己母校高三
班的课程表，愣愣地看了几分
钟，有些疑惑的问：“这样的课程
安排，迎接高考能行吗？”孙倩倩
回忆起自己的高三生活，只能用

昏天暗地、不见天日来形容，课
桌抽屉里放不下的书，课桌上摞
得丈高的模拟题试卷，就在这样
的环境下，孙倩倩努力了一年，
两耳不闻窗外事，才勉强考上了
省内的一所重点大学。所以，当
历经万苦走过高考独木桥的孙
倩倩看到高三的课程表里，一周
两节的体育与健康、研究性学习
活动时，脸上充满着疑惑的表
情。

经历过高考的人都知道，就
算最后回忆起来那段拼搏的时
光，是充实甚至带着美好。但身
处复习阶段时，除了学习，根本
没有心思去想别的，有那个功夫
不抓紧消化一下上课学习的知
识，真是比丢了钱还难受。

校内打造素质

校外培训应试

每项政策在发展中必定带
来一定的问题。教育部门铁了心

要把素质教育大力进行到底，无
论是从为学生“减负”、还是社会
透明监督的角度，能想到的都想
到了。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换课
加课的办法行不通，还有个办
法，就是把教室转移到课外。但
是现在明确规定，严禁在职教师
违规有偿补课办班，要说无偿太
不现实，于是就出现了一批又一
批学校和教师被举报，禁止补课
的出发点很美好，但是，有没有
真的达到预期效果？有老师私
下里说，难道我们不想放假休
息吗，不赶进度上完新课，将
来高考复习时就会腾不出更多
的时间。

这种情况下，倒是无意中
火了大量的校外培训机构。

一个让人无奈的事实是，
很多学生在校的补课被监督被
喊停，课下却奔走在校外培训
机构的“小班”或“一对一”
辅导中，各地都是如此，校外

培训机构办的异常红火。但
是，校外培训昂贵的价格和良
莠不齐的质量，也让家长们备
感纠结。

高考不改革阻碍新课改

《山东省普通高中课程设
置及教学指导意见(试行)》中对
所有普通高中课程开设的要求
是，每学年52周，其中教学时
间40周，社会实践1周，假期11

周。社区服务一般安排在课余
时间、周末或节假日。原则上
每学期分两段安排课程，每段
10周，其中9周授课，1周复习考
试。每周5天上课，周学时数不
超过 3 5 ,。每学时一般为 4 5分
钟。高一、高二年纪每周有3学
时机动时间(含班团活动时间)，
学校可自主安排。

按照网上公布的课程，记
者联系到几名潍坊某重点高中

的高三学生，作为即将参加高
考的一批学子，这一年被他们
誉为人生最关键的一年。“这
些课程不考，学了也没用。”
持这种想法的学生大有人在。
“教育部门规定了，网上公布
课程表，不按照课程表我们就
可以投诉。”这样的学生也并
不少。

但就像孙倩倩质疑的一
样，不断变脸的课程表，不断
主张的素质教育最后，始终还
是要踏上一条叫做高考的独木
桥。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一位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表示，
课程不断改革，但教育的其他
方面却没有同步改革，对教师
来说，学生的升学率是一个最
重要的评价，学生也还要按照
原来的方式参加没有变化的高
考。当研究性学习的课程因高
考而变得“没用”时，所有课
程的改革都变得没有意义。

学学生生的的课课程程表表。。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孙孙国国祥祥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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