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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打打工工还还是是上上学学，，这这是是个个问问题题””
对于未考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和家长来说，如何选择让人纠结

本报记者 李云云

中考300分没考上高中
找工作还是学习让人纠结

在过去的寒暑假中，李超从
来没有像今年暑假这样纠结过。
每天除了上网查资料考察学校
外，剩下的就是听亲戚朋友轮
番教育。李超觉得现在的生活
与中考完之后自己想象的生
活大相径庭。李超说：“我学
习成绩不好，考了300分，没
有考上高中，我也不爱学习，原
准备考完后找个地方打工去，谁
知道都两个月过去了，到底是该
出去工作还是继续学习，全家人
还没商量好。”

李超希望外出打工，父亲
也同意，但是母亲死活不同意，
觉得应该找个学校继续深造，
出来才能找到好的工作。李超
的母亲张女士说：“孩子还小，
没有经验，容易被骗，现在进工
厂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是在
学校再待几年，等年龄大点了
再说。”李超说他的一个表哥初
中毕业后外出打工，后来被人

带入了传销组织，全家人找了
两年才把他救出来，这也是李
超母亲极力反对李超过早进入
社会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李超的父亲则觉得男孩
子就应该闯一闯，打算让李超
跟着一个修车的叔叔当学徒。
李超的父亲说：“孩子迟早要进
入社会的，现在的大学生都很
难找到工作，还是学一门手艺
比较重要，有手艺就能混口饭
吃。”李超的父母商量了两个
月，意见难以统一，再加上他家
的亲戚朋友各有各的说法，李
超也失去了主意。李超说：“中
考完都俩月了，我的未来还没
有着落，该去找工作还是该继
续学习，我自己也说不清。”

李超村里今年有十多个小
伙伴参加了中考，其中有7人落
榜。李超询问了一下，两个小女
生都已经选择了上卫校，男生
有两个选择了读济南的中专学
校，剩下的几个和他一样没有
头绪。李超的小伙伴明明说：

“我也不知道要干啥，看爸爸妈
妈的安排，这两天他们正在给
我看学校，估计过两天我就去
济南上学了。”

初中毕业生打工常跳槽
汽修电气焊仍是报名热门

眼看各大中专院校即将陆
续开学，李超的父母终于达成
了一致意见，让李超找一所中
专继续上学。李超的母亲说：

“即使现在找个熟人带他出
去工作，过个一年半载他也
得跳槽，孩子现在很难定性，
不如先去学校稳一稳心性。”
据李超的母亲介绍，村里的
年轻人工作都很难定性，三
天两头换工作。李超的母亲
笑称“能在一个地方干上三年

的就算长工了”。
记者随机抽取50名初中毕

业后直接就业的打工者调查统
计，其中近八成的人表示，自
己的第一份工作干了不到三
年，甚至有三成的人表示，第
一 份 工 作 干 了 半 年 就 换 掉
了。打工者王猛第一份工作
做了半年，第二份工作做了
两年，2 2岁的他已经换了四
份工作。

王猛也表示，同龄人中也
有人一直没有换工作，现在都
可以教学徒了，每月工资在
8000元左右。李超的母亲觉得，
目前挣不挣钱对于李超来说不

是主要的，去学校学点技术，毕
业后再挣钱也不晚。李超的父
母参观了五六所中专，最后决
定让李超学汽车维修。李超的
父亲说：“我看各所中专院校
里，汽修电气焊是热门专业，报
名的人数还真不少。”

负责接待李超全家的王老
师表示，随着高级技工的短缺，
各技术类学校中汽修、电气焊、
车床等专业越来越受到家长的
关注。王老师说:“现在工厂里
对技术工人要求越来越高，技
术一定要过关，在学校里得实
打实地真学才行，不然这几年
就荒废了。”

““让让学学生生在在传传统统文文化化中中成成长长””
——— 记张坊容德学校20年老班主任杨之建

本报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刚强

开班会错过妻子生产
这个班主任有点“傻”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成为
一名老师，最好能成为一名班
主任，成为杨之建内心的小愿
望。当1991年7月，从师范毕业
的他走进张坊容德学校的时
候，这个愿望开始变得越来越实
际，终于在1995年8月份，他成了
当时初二四班的班主任。这一干
就是20多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用他自己的话说：“做自己喜欢
的工作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别
说20年，30年我也干不够。”

做了20多年的班主任，开
了无数次的班会，令他最难忘
的无疑是第一次班会。杨之建
开玩笑说：“倒不是那次开得有
多精彩，而是我妻子时不时念
叨我两句，想忘记都难。”据杨
之建介绍，1995年8月13日，在
新学期的教职工大会上，他得
知自己新学期要成为班主任的
时候，就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

第一次班会。他刚准备好，正准
备开班会的时候，大嫂让他回
家送临产的妻子去医院。他放
不下屋里的几十个学生，将临
产的妻子托付给大嫂，中午下
了班才回家。

等到家的时候，女儿已经
出生。刚刚生产完的妻子数落
起他来：“谁的妻子生孩子，丈夫
不陪在身边？即使远在千里也提
早赶回家，而我们家离学校才二
里路，你有什么理由不赶回来？”
听着妻子的“控诉”，他无言以
对，以至于很长时间里此事成了
夫妻二人吵架时的“谈资”。

杨之建的妻子告诉记者，
杨之建工作起来有点“傻”。刚
当班主任那会儿，杨之建除了
上课时间，几乎都盯在教室，课
间和学生进行交谈，中午和学
生共进午餐，课外活动时和学
生一块进行体育锻炼，吃完晚
饭后就去学校备课，以至于女
儿两岁的时候都不太认识他。
杨之建说：“有时候想想，确实
挺亏欠女儿的，她的学习和生
活我关心的很少，没办法，我还
有很多孩子要管，不管女儿，她
妈妈可以管，不管学生，就没人

管了。”

改变学生从思想开始
向学生推广传统文化

熟悉张坊容德学校的人都
知道，容德学校是一所回汉学
生混合的学校，受文化和历史
的多重影响，前几年学校时不
时还有打架的现象。如今，当记
者再次走进张坊容德学校，看
到学校的校容校貌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从进校门开始，凡
是遇到的学生都会主动问好，
读书、做值日、课间活动，一切
都井然有序地进行。

课间活动时间，“弟子规,
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的琅
琅书声成了学校的一景。据杨
之建介绍，作为学校的德育副

校长，从2013年开始，他在全校
开始推广传统文化。凡是新生
入学，他首先利用几天时间组
织学生集中学习《弟子规》，并
要求学生背诵、践行《弟子规》。
除此之外，他还要求各班班主
任利用班会时间讲授国学经
典，每逢课间操，学生在跑步之
前先围操场走一圈，其间，各班
都会背诵国学经典。小学部放
学时，学生都是站着队背着国
学经典走出校门。学校每学期
举办国学经典背诵活动。

“我一直觉得要想改变一
个人的行为，首先得改变他的
思想，所以我希望孩子们能在
传统文化中成长，经过3年多的
学习，效果很不错。”杨之建说，
自从学习了传统文化之后，学
生们相互宽容了，互相帮助，学

生之间不再打架了。前不久，有
学生捡到1000多元钱主动归
还，这一系列变化都让杨之建
欣喜不已。3年级学生浩浩说：

“之前，我吃完零食就把垃圾乱
丢，后来老师讲了‘一屋不扫何
以扫天下’，我都不好意思乱丢
垃圾了。”

杨之建谈道，促使他推广
传统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他希望学生们能在传统文化的
洗礼中，学会“孝悌”等为人处
世的道理。为了学校教育和家
庭教育相结合，杨之建每年寒
暑假放假前都会召开家长会，
对家长进行培训，指导家长如
何教育孩子。“孩子们学到了传
统文化的精髓，就会孝顺父母，
刻苦学习，对于他们的学习和
成长都受益匪浅。”杨之建说。

初中毕业，升高中失败，是选择职业中专继续深造还是直接就
业，是不少毕业生和家长最纠结的选择。高学历难找工作，中专毕
业又会走多久，哪种职业就业“钱”景好等困惑萦绕在他们心间，求
学难！就业年龄小，社会经验不足如何立足，哪个公司靠谱困扰着
他们，就业难！对于17岁的初中毕业生李超来讲，无论是继续上学
还是工作，一时间难以抉择。

成为一位班主任，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让学生成才，一直是杨之
建的梦想，为了这个梦想，他奋斗了20多年。因班会错过妻子生产，
他是妻子口中的“傻丈夫”；常常因学生忽略孩子，他是女儿眼中的

“傻爸爸”；拄着双拐也不耽误孩子上课，他是学生心中的“傻老
师”。如今，“傻傻”的他又有了新的坚持，他希望用传统文化唤起学
生们最纯真的心灵感知，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中成长。

杨之建正在给学生上课(资料片)。

初中生学什么中专专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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