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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时，脚在路上，心在远方。
新媒体时代，见惯了铺天盖地的碎片新闻和鸡汤文字，但真正让我们动容、思考的，是“见人所未见，言人所未言”的的厚重新闻。
现在，在《纸背》栏目，我们的专家型记者将通过新的表达方式，帮您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展现新闻的内涵。
也许只是只言片语，也许看似漫不经心，可这正是你想知道的。

【开栏的话】

莫让高考和高分，掩盖孩子们的进步
嘘，听听本报教育记者的冷思考和知心话

本期主持：白雪

这两天，街头巷
尾最热的话题，除了
上下翻腾的股市就
是孩子们的高考分
数。谁家孩子今年被
清华北大各种夹击，
谁家学校一班考上
多少个，谁谁家的孩
子黑马逆袭家长乐
的逢人就说。在采访
高考的过程中，记者
也是五味杂陈。关于
高 考 ，要 说 的 太
多……

记者分析今年山东省各高中高考成绩，发现了一个
比较奇特的现象，今年最高分大都出现在县里的一中，
市区的一中少受垂青。不只是泰安一中，潍坊一中、临沂
一中等市区一中，都没有出现最高分。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原因不得而知，但可能因各界
对重点名牌老校关注高，而且再三强调不能追求状元和
高分，不能加班加点有一定关系。试想一下假如一所高
中仅高三一年让学生每周六周日补课，那么整个学年周
末加上寒暑假期，大概可能得多出100天在校学习，相当
于多上了半年高三。

这些年，泰安人把泰安一中“妖魔”化得很厉害，刚
上初一的孩子嘛也不懂，家长都会透露给他，“上最好的
学校，那就是泰安一中”，好像全市的好学生都让泰安一

中给搜罗去了。但在2008年以后通过改革，泰安一中只
能招收泰山区的学生，招生范围局限在泰山区的70万人
中，这是硬规定。

泰安一中今年为什么没高分，当年考入一中的第一
名和第二名今年高考考了多少分？

意外得知，这两位学生直接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
并没有参加高考，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其中级部前
十名中，有9人陆续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还有原本今
年该参加高考的两个很优秀的学生，高二时就参加高
考取得了678分和660分的成绩直接升入大学，假设这
些尖子生参加高考的话，无疑会给百年老校产出高分
更多的机会，但是学生有自己的选择，能做的就是尊
重并支持他们。

得知今年新泰一中包揽了理科第一名、文科第
一名后，有的家长开始打电话问我，“今天泰安一中
考得是不是不好？”作为泰安的百年名校，毫无疑问
受到更多的关注，因而也承受着更多的压力。

社会舆论好像始终一直集中在哪个学校考出
了第一名，哪个就是最优秀的，好像没出个第一名
就丢了发言权。

其实，作为一名媒体记者，我也在和各学校沟
通，也表示过只要孩子有励志故事，哪怕考分不高
也可以报道，但无论学校还是学生，仍旧陷在一个
唯分数论里，好像没高分就不好意思出来说话。

可以站出来说话1

据我所知，今年泰安一中的成绩并没有传说中
差得那么玄乎，确实没人考出700分以上的高分，但整
体情况还算理想。据不完全统计，今年重点本科上线
777人，加上艺术类考生一本上线1000多人，这一级高
三总人数共1400人。但因最高分仍然是一个民间根深
蒂固的观点，仍然有部分家长觉得不能接受。

出分的那两天，泰安一中百度贴吧里一位家长
表示不满，认为孩子没考好是因学校管理懈怠及疏
于督促，他的不满反而引起了众多学生、老师的不
满，也引来了某些家长的赞同，这条帖子不久后被
删除了。

还有一位泰安一中2014级学生发帖，为一中学
生正名，这条消息一出现，又引来了57条回复，有人
回复说“学习永远靠自觉，靠老师管没意义”，有人
回复“孩子的管理督促别一把都扔给老师，那些自
主学习强，自律能力高的孩子，还不是家庭教育的
结果占大头，自己的孩子都不去督促，靠老师来督
促，要你家长做什么”，也有的家长问，“每位高三老
师，希望你们扪心自问一下你们真的尽力了吗？”

没你想得那么糟2

高分生去哪儿了3

泰安二中是泰安市市直高中，除了一中外
初中生首要考虑的学校，泰安二中今年较培优
率和提升率来说算得上赢家。回首三年前的
2012年初中学业考试，泰安一中统招线1019分，
择校线985分，泰安二中统招线977分，择校线915

分。
高考二中考得怎么样？据不完全统计，泰

安二中今年一本上线496人，其中有274人文化
科一本上线，二本上线936人，当时的生源能考
出这个成绩也挺不容易。

所以，平时那些认为自己初中学习成绩不
好，又有“到了高中感觉成绩也不会提高”的懒
惰想法的学生该醒醒了。

今年二中一个叫贾宇航的学生高考考了
660分，位于泰山区理科排名前50名，而他当时
中考的成绩只有934分，当时仅在泰山区排名
2000多名。还有个叫刘希海的中考972分，泰山
区排名1190名，但高考考了667分，是泰山区理
科的前30名。更牛的一个叫张子晗的，中考成绩
955分，泰山区排名1570名，高考文科考了609分，
位于泰山区文科排名前20名。

有关黑马4

有时，人们习惯看最终成绩却忽略了有些
学生的进步，可能像贾宇航一样考到660分的学
生，泰山区还有五六十个，但是能像他一样努力
进步，颠覆了中考成绩的人又有多少呢？相比其
他平时本来就是泰山区前10名的孩子考到和他
差不多的分数，他无疑是完胜，打了漂亮的翻身
仗。

从过去几年的成绩分析，一般来说泰山区
前800名的人可以上重点，参照当时泰安二中学
生入校时的成绩，泰山区前800名中相对较少，
现在高考过后，根据成绩估算，泰安二中过重点
本科线的学生增加了两倍。

泰山中学属于生源成绩较差的学校，三年
前考入泰中的泰山区的前1000名中，仅有3名。
泰山中学今年学生成绩如何？据了解，文化科一
本上线39人，二本上线107人，艺术体育类本科
上线是263人，总本科上线419人。

能取得这个成绩，亏了这些年泰山中学在
模特、空乘等专业上的努力，借用了学校特色，
帮学生取得上本科的机会。今年泰山中学的最
高分是644分，是一位叫周雪凝的学生，她的中
考成绩是913分，当时仅仅位列泰山区的2472

名，算得上成功“逆袭”。

为“逆袭”鼓掌

高考成绩如何，绝非成败的标准，我们更愿
意看到，在学习和生活的考场上，有很多很多孩
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了素质和能力上的进
步，从而打通人生上升的通道，过上真正幸福、
美满的生活。

引用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的一段话
作结尾：通过你我的共同努力，为极端功利的教
育政绩观降温，为躁动不安的教育环境降温，为
应试教育向教育本质的回归创造可能的环境和
条件。

最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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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志勇致媒体的信（节选）

“道不同，不相为谋。”
几年来，我们之所以在不宣传、不炒作高考

升学率和高考状元方面能做到心心相印、义气
相挺，因为我们为生长、生活在齐鲁大地上的孩
子们担负着一份爱、一份责任、一份使命。

我们深知，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
孩子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每个孩子都是家庭的
未来和希望，我们不能仅凭一次高考就给孩子未
来的一生贴上成功与失败的标签。今天的高考再
重要，它也不能像30年前一样，直接决定孩子的身
份、工作与未来的生活，它只不过再一次为孩子
人生道路提供一次重新出发的机会……

见人所未见 言人所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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