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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新课表

能够考上好的中学和大学的敲门砖，就是分数。相对应的，教育部门对各个中小学校的考核，也是以升学率为
主的。考上学的学生多，就是好学校，反之就是差学校。所以，教育改革的关键不只在学校，更不只在学生身上，而恰恰
恰是要求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职能部门和一系列政策组合的教育体制身上。

报到是小事，自立却是大事
□李洪嵩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新入学的大
学生们陆陆续续踏进了大学的校门，
每年的“开学季”，都有不一样的
“西洋景”可看。因为自理能力不
同，或者家境不同，有些学生坐火
车、公共汽车报到；有些同学由家长
用私家车送到学校；更有同学骑自行
车到校报到……这各种各样的报到方
式里，学生自身的独立能力和家长的
教育方式，或可窥见一二。那些家境
好的同学，大车小辆地送学或许也不
为过。然而对于这样的情况，笔者还
是有话要说。

很多的高中学校都提出要求，孩
子到校报到，家长不得陪送入校。让
孩子一个人独立行动，可以考验孩
子，也可以培养自理能力，是个不错

的举措。作为大学生，更应该锻炼自
己，争取早日自立。如今的教育更多
地注重素质培养，而自理能力又是各
项能力中很突出的一项。作为大学
生，年龄大多都已经达到成人的标
准，而经过小学、中学学习，也基本
具备了适应社会的能力。倘若家长不
放手，纵然孩子进了大学，也会在适
应能力上有欠缺。该放手时就放手，
是对大多数家长的要求。至于相信不
相信孩子，也是很多家长需要考虑的
问题。

每年也有一些孩子“独出心
裁”，不管长路迢迢，也不管艰难重
重，自己骑自行车到校报到。我们不
能一刀切地要求新生一律这样，但是
也可以看出，这样的孩子自立的能力
一定差不了。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培
养孩子健全的人格，不但有丰富的学

识，也要有健康的体魄，有适应社
会、服务社会的能力。

报到不算大事情，没有什么值得
过度讨论的。但是，培养学生自立自
强的本事，却可以从最小的事情做
起。中学时期，因为有升学压力，很
多同学时期了锻炼的机会。而大学时
期，是走向社会最重要的一步。不单
单家长要重视，学校、学生个人都要
有意识地培养自理能力。未来社会同
样充满了竞争，而谁能够适应社会，
谁就能够走得更好，更可能最终走向
成功。

素质教育不能全由学校“埋单”

报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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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不敢随意更改
课程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也少了。但争
议在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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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教育”的口号已经提出很
久了，各地教育机构也纷纷制定各种
政策，提出一些新型的教育方法进行
尝试，希望尽可能的实现“素质教
育”。本学期开学以来，潍坊各中小学
也有所动作，将各个班级的课程表传
到网上。通过将课程表公示的方式，
接受社会各界和家长的检查监督，减
轻学生负担，开展素质教育。

实现“素质教育”，是我们开展教
育的目的。为此，各个学校进行教育
改革，大胆探索，进行各种有益的尝
试，哪怕效果不是太好，甚至最终失
败，笔者觉得，也是应该给予支持和
鼓励的。

虽然各地都做了不少与“素质教
育”改革有关的工作，但就最终效果
来说，并不是很好。有的地方教育改
革就是失败了，有的地方则是“明修
栈道、暗度陈仓”，打着“素质教育”的
牌子，走的还是应试教育的老路。对
于这样的结果，笔者并不奇怪，甚至
早就在我们很多人的预料当中。

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就是以中
考和高考为代表的“应试教育”。学生
上学最终的目的，就是考学。而能够
考上好的中学和大学的敲门砖，就是

分数。相对应的，教育部门对各个中
小学校的考核，也是以升学率为主
的。考上学的学生多，就是好学校，反
之就是差学校。现行教育制度和考核
机制，都是围绕应试和分数展开的，
各个学校的工作重点自然也是围绕
这两方面展开的，其他与此无关的工
作，肯定要靠边站。更有意思的，各种
制度都是教育部门制定的，具体工作
却都由下面的学校来开展，教育部门
一方面坚持“应试教育”不变，另一方
面却要求各个学校开展“素质教育”，

“全面”培养学生。
所以，教育改革的关键不只在

学校，更不只在学生身上，而恰恰
是要求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职
能部门和一系列政策组合的教育体
制身上。制定政策到底是谁的责
任，教育职能部门自己就先应该考
虑清楚。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
套，得不出想要的效果又能去怨谁
呢？

□李春娟

在新学期各学校将课程表放到网上后 ,

立刻引起了孩子家长的集体围观，不少妈
妈对网上课表的关注甚至到了“追星”的
程度。

@kin小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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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漪末木木：这课表排得真好，周一不
能晚回来，周五不能早回家，敢不敢把周
一、周五的课整到周一下午啊？

@陈皓：看到学生个人课表的时候还很
开心，以为怎么这么少课，一点到“专业
推荐课表”，看到满满都是课的时候，心
累。

@乌鸦像写字tai：看了一下课表，课很
少，毫无技术含量。关键是没有计算机课
啊！那我就好好刷GPA(平均成绩点数)，好
好准备考试啦！

@半夜两点还不睡：过去为了学生们的
成绩,学校课时超量作业超标,导致学生们疲
于应付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教育
部门强制执行新课程表之后 ,学生上课的课
时减少了很多,平时的时间也放松了很多。

@小吉的弟弟：回忆孩子刚刚就读一年
级时的情景，让儿子把课程表抄回来 ,儿子
抄了两个星期才把课程表拿回来。而在没
有课程表的两周时间里 ,儿子带错了三次课
本,有一节体育课穿着凉鞋就去了学校。

@意清然：两个多月以来太密集、不留
闲隙的课表，疲乏感早已见缝插针，终于
在这周末一方面准备考试、一方面为迎接
亲人到来而忙碌中全面爆发……幸好接下
来，可以好好休息几天。

李小凯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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