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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记者 姜丽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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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是解放人，重在解放
人的思想，而不是要把学生训练成只
会解题的考试机器。然而，很多学生
从入学之初就遭遇了“被训练”。

最近，广州家长李先生每天都要
为6岁孩子的作业而纠结。其子刚上
小学一年级，在李先生看来，孩子的字
母写得还不错，但每次都被老师批阅
为“B”。最近一次，孩子拿着作业回来

哭了，这让两个年轻的父母百思不得
其解：“怎么也看不出来到底差在哪
里。”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书写是有
严格规范的，比如字母y，左、右两边的
笔画都要顶住拼音格的第二条线，y的
下端要达到第三条线和第四条线间距
的1/3。而在写w的时候，两个v的高
度和开口都要一样。

要求认真书写，本身没有错，但

是，没有必要要求孩子必须写到拼音
格几分之几的位置吧？马戏团的动物
见了驯兽师都很乖巧，只能说明它们被
训练得好，而不是被教育得好。

辽宁本溪的高考状元刘丁宁复读
了。刘丁宁是今年本溪市高考状元，
被香港大学文学院录取。如今，她回
母校复读，据说是为了追求更纯粹的
国学，准备明年报考北京大学。

有必要这样吗？香港大学和北
京大学都是历史悠久的大学，从某种
意义上讲，两者不应该存在孰优孰劣
之分。更何况，一个人到了大学，主
要是以自学为主，学得好不好还是要
看个人。从某种程度上说，状元同学
是否把外界环境看得太重了？是否
在考大学之前被训练习惯了，缺乏自
学的能力？

训练得好不等于教育得好
□杨寒冰

教育部要求将节俭行为纳
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教育部11日在其网站上发布
了关于深入开展节粮节水节电活动
的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和
幼儿园深入开展节粮、节水、节电活
动，并全面纳入课堂教学。

通知要求，各地各学校要结
合实际，制订详细的评价办法，
将学生日常节俭行为习惯养成
情况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

（据新华社）

高考改革将打破“一考定终身”

全国高考改革方案将会在十八
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公布，消息一出，
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新一轮的
高考改革重点是什么？10月12日，
在“教育与中国未来”30 人论坛
2013年会上，参与制订全国高考改
革方案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东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即
将揭晓的高考改革方案的基本方向
是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制度。

（据《羊城晚报》）

北京2万名中小学生有网瘾

北京“2012年中小学生网络生
活状态调查”显示，半数以上中小
学生经常玩儿游戏。13日在第五
届网络游戏评论文化沙龙上，北京
师范大学沈绮云教授表示，抽样调
查显示，北京市有将近2万名中小
学生上网成瘾。

（据《新京报》）

古文不仅格律优美，朗朗上口，而且能修身养性——

从高一到高三，凡是学生能讲的课，
杜全荣都鼓励学生当老师去讲课。梅雨
鹏经常主动报名登台讲课，他给同学们
讲汉字的起源和演变，讲白居易的《琵
琶行》和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常常引
经据典，讲得有声有色，深受同学们的
喜爱。

在梅雨鹏的带动下，不少学生对古
典文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对学习
是有帮助的，语文试卷上的诗词鉴赏、文
言文阅读，对这些学生来说简直是“小菜
一碟”，得分非常容易；对历史学习也很
有帮助。

因为对古文化的喜爱，有的学生开始
学写繁体字，不但在平时练习时写，在写
作业、写作文时也写。

“这个习惯养成后，很难纠正。”杜全
荣说。

在高考时能不能用繁体字呢？连续
多年参加高考阅卷的洛一高语文老师杜
保中说：“高考对繁体字的要求是不提倡、
不主张。”杜老师说，从往年阅卷情况来
看，每年都能碰到五六个用繁体字写作文
的学生，繁体字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老师
阅卷，结果就是影响得分。高考作文评分
标准要求：出现一个错别字扣一分，如果
学生对某个繁体字把握不准，写错是要被
扣分的。因此，建议学生不要用繁体字答
卷，最好使用规范的简体字。

传统文化 浸润心灵

现在有些人太浮躁了，梅雨鹏讲了
一件事情：有一次放学，他碰到几个小学
生和一位老人都等着打车。来了一辆
车，老人先坐上走了，结果，几个小学生
非常生气，一人一句开始骂老人。梅雨
鹏听到后，心里非常难受。他说：“一些
传统美德如今在一些人身上找不到踪
影，我们应该重视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
传统美德。”

胡玉敏非常赞同梅雨鹏的说法，他
认为，用国学浸润学生的心灵，用传统文
化净化学生的思想，对学生的成长非常
有利。学校做德育工作，仅靠外围的

“堵”是不行的，有效果也只是一时的，还
要靠内在的“疏”。怎么“疏”？国学教育
就是一种很好的疏导方法。

对于古文化，我们并不是要全盘吸
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最佳方法。

□记者 杨寒冰 文/图

“小夫子”梅雨鹏：
用传统文化浸润心灵

梅雨鹏的语文老师杜全荣开
玩笑地称他为“老夫子”，同学们觉
得称他为“小夫子”更合适，因为梅
雨鹏只有17岁，是市二中高三（6）
班的学生。

第一次见到梅雨鹏是在今年
9月西工区西下池小学举行的中
秋拜月仪式上，当时，他身着汉服
即兴登台带领大家诵读《礼记·礼
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
贤与能，讲信修睦……”（如图）

市二中校长胡玉敏说，今年
教师节他收到了高三（6）班全体
学生送给他的节日贺卡，卡上的
贺词就是梅雨鹏用文言文写的。

张口能说文言，提笔能写古
文，梅雨鹏在课下可没少花时间。
他经常利用课间翻看古诗集，在
学校时，高效率地把作业写完，回
家便畅游“古人世界”。曹植、李
白、杜甫、白居易的作品是他的最
爱，《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
是他的枕边书。他很享受古诗词

里的意境，常常和作者产生情感
共鸣。情感达到一定高峰时，他
甚至可以自己创作诗词来抒发感
情。刚开始平仄、对仗还不是很
工整，慢慢地，通过学习和练习，
他写得越来越规范了。他还省出
生活费，花400多块钱买了一套汉
服，加入了社团组织，在端午节、中
秋节等传统佳节参加纪念活动。

梅雨鹏最喜欢的古人是白居易
和苏轼，他欣赏白居易晚年不争名
利、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他深受
苏轼豁达、乐观的性格的影响，无论
考试成绩如何，他都能坦然面对，不
喜不悲，以平和的心态总结经验教
训。事实上，正是因为好心态，他的
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10名。

“17 岁的男孩子大都很毛
糙、浮躁，但是梅雨鹏遇事很淡
定，做事很细致，凡事都能看得
很开。我认为这与他受古文化
熏陶很有关系。”梅雨鹏的同学
张雅馨这样评价他。

读《三字经》，背《弟子规》，
学《论语》……近年来，我市各中
小学深入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
活动，通过开展经典诵读、节日
祭拜等活动，让学生感受经典神
韵，吸取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

净化心灵。
市二中学生梅雨鹏通过学习古

典文学，不仅成绩优秀，而且待人彬
彬有礼，性格豁达、开朗。有教育专
家欣喜地说，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学
校找到了德育工作的新载体。

豁达乐观的“小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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