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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自掏40万与智能手机“斗智”专家提醒换手机换不了“手机依赖”

别让手机“绑架”了孩子

在多年来老百姓的抱怨声
中，英语考试改革终于迈出实质
性步伐。北京、江苏、上海、山
东等省市日前相继传来酝酿高考
改革的消息。各省市透露的方案
中都将英语考试作为改革重点，
一时间引起民众广泛关注。

英语走下“神坛”？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理事、湖

南师范大学副校长黎大志教授表
示，中国“英语热”兴起于30多年
前，在“文革”之后，国家百废待
兴，迫切需要向欧美学习科学技
术。而西方文献大都是英文版
的，大家都认为必须要先学好英
语，有了这个桥梁和工具，才能掌
握先进技术，建设强大的国家。

1978年以来，外语科目考试
从无到有，计分权重也由低到
高，日益受到重视。

长期以来，在中国家长的心
目中，英语对中文具有压倒性优
势，许多家长教育孩子，英语和
计算机是找工作的“敲门砖”。
它源于这样一种心态：中文学得
好是本分，但要想谋得事业上的
发展，还需要英语学得好。

如今，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
被降低，语文分数权重被调高，
意味着英语开始走下“神坛”。
与此恰好相反的是，近些年全球

“汉语热”频频升温。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全世界有 109 个国
家、3000多所高等学校开设了汉
语课程。在很多国家，学汉语的
人数高速增长，“孔子学院”遍
地开花，每年的《汉语桥》大赛
吸引了成千上万国外汉语爱好者
来到中国参赛。

“哑巴英语”之困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很

重视外语教学，但没有哪个国家
会把外语教学置于母语教学之
上。我国目前的英语教育体制培
养出来的学生，很多都是“哑巴
英语”，在实际的英语应用中非
常不理想。

如今，不仅大学和中学要学
习英语，小学也将英语作为必修
的课程，在一些幼儿园，甚至也教
孩子们学英语，且美其名曰“不要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黎大志
认为，语言学习无需过高智商，更
不必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习，最重
要的是要有实用的语言环境。中
国英语教育的低龄化趋势还在持
续加剧，令人十分忧虑。

长期从事英语教学的华中师
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刘畅说：

“目前只有很少数的一部分学生
达到了运用英语自由沟通的程
度，很多学生的英语成绩好，完

全是高考的指挥棒决定了他们学
习英语的热情，但他们对西方文
化并不知晓太多，很多都是‘哑
巴英语’，无法实际沟通交流。”

日前，有中国媒体通过对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2012 年）》中的 506 种本科专业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显示，共有
903所本科院校开设了英语专业，
占中国本科高校总数的 77.4％。
而与此同时，英语专业最近连续
3年都连登“本科失业人数最多
的前10个专业”排行榜。

改革可更务实
“现在到了改革的好时机。

我认为中学阶段，学习英语的基
础知识就可以了，应该将更多精
力放在学好母语上。大学时期，
可以根据学科要求来决定是否必
修英语。”黎大志说。

“语文分值确实应该提高
了。”湖南省长沙市一位语文老
师说，语文课学的不仅是方块

字，还有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减少英语分值，增加语
文分值，有助于改变目前重视英
语教学，忽视母语教学的现状。

不少民众认为，虽然此次北
京英语高考改革力度很大，但
是，依照目前的录取规则，英语
分值降低，只是一定程度影响到
英语成绩好的学生的优势，却无
法改变学生对学英语采取的“应
试学习”态度，英语考试改革还
可以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

与此同时，大家几乎“一边
倒”地期待在成人教育及各种培
训教育和学历教育方面也能出台
这样的改革措施，让已经走出校
门、放下英语多年的中年人也能
享受到不被英语折磨的“福
利”；不必非要在一些和英语不
沾边的专业技术等级考试中强制
考英语，该取消的应尽快取消，
而不要让全民族陷入英语应试教
育的泥沼之中。

日前，重庆铁路中学某学生家长出资40万

元，向全校学生捐赠非智能手机。起因竟然是

其儿子沉迷于玩智能手机成了近视眼，换成普

通手机后，儿子视力好转。这一消息在网上引

起热议，有家长表示也想给孩子换个非智能手

机；也有人认为，替换改变不了什么，就如同

“头疼医头，脚痛治脚”。有人觉得家长不应该

给孩子买手机，学校也应该严格禁止学生携带

手机进校；也有人说，如今的学生除了练题、

考试、背政治地理不会别的，只有智能手机和

网络才能给学生们带来书本以外的信息，如果

禁止真是悲哀。

心理专家则提醒：换手机是“治标”，想

解决问题还得“治本”。

因为父母需要随时与孩子
取得联系，手机如今几乎已经
成为每个学生的必备工具。但
随着手机功能越来越多，问题
也成正比地增加。北京中小学
心理咨询中心主任温方介绍
说，因为新款手机不断推出，
一些学生手机的更换频率极
快，来咨询的孩子，有的最多
一年要换四个手机，家长直呼

“受不了”。很多学生认为，手机
的档次关乎“面子”，而没有手
机更是不能忍受的折磨。曾有

高中生因手机被没收，而劫掠
其他学生的钱去买新手机。

不久前一个初二学生的父
亲带孩子来咨询。起因是做生
意的父亲特意从南方带来一款
新型手机送给儿子，没想到第
二天就发现手机被扔在纸篓
里。紧接着父亲接到学校老师
的电话，得知儿子拿手机当礼
物去跟女生交朋友。父亲怒气
冲冲地教育儿子，孩子却不
服，还抱怨：“你买的什么破手
机，人家都看不上！”

一年之内换了四个手机

最近另一个与手机有关的
事件也让老师们吃惊不小。某
示范中学的班主任忽然接到家
长举报，说初二年级很多孩子
手机里都有“不雅照”。老师一
调查，发现这样的“不雅照”
不止一张，而且在同学间互相
传递，有的班级三分之二的学

生手机里都有这样的照片。老
师立即向中小学心理咨询中心
求助，于是咨询中心专家专门
到学校开了一场讲座。当问及
孩子们为什么互传照片时，一
个女生说：“就是比谁胆大，你
敢传给我，我就敢传尺度更大
的。”

重点校学生集体传“不雅照” 温方老师分析，小孩子特别
是青春期的孩子，探秘心理是极
强的，为此他们最能发现“与众
不同”的信息和事物，手机的功
能变化及发展很容易被孩子们所
关注。吸引他们去追求，无节制
地索取，甚至不惜违法违纪。

想让孩子不被手机“绑架”，
关键还在学校与家庭的教育。首
先应该让孩子学会理性消费，不
盲目攀比，不给家长造成心理及

经济的压力；其次要让孩子学会
“适度满足”；另外，要让孩子学
会自觉控制好奇心，同时学会自
觉遵守制度，如果学校规定不能
带手机，就不带手机入校。

对于智能手机换成普通手机
的做法，温方老师建议，应先跟
孩子商量。可以跟孩子一起制订
手机使用方法和要求，如果违反
规定，再用“换手机”来惩罚，
这样可以促使孩子自律。

探秘心理导致“追新求异”

高考对英语说byebye？
英语考试改革“一石激起千层浪”

（稿件均据新华社，图片为资料图）

与高考不同，考研需要自己摸索
方向，尤其是专业课，而不会有老师给
你指明方向。某辅导机构专家提醒考
生，在复习时一定要及时反省自己的
复习方向有没有偏离，及时与相关人
士沟通，少走弯路，就是最大的捷径。

加深对整个知识体系的了解

大家需要从一定的深度去把握和
理解知识点，同时又能够从不同角度
去理解知识点，去掌握知识点之间的
联系，熟悉常见的变通形式，能够透过
现象抓住本质。考研试题的很多题
目，其实都是基础知识的具体运用，就
是知识的实践。因此就需要大家在解
决题目的过程中，在时间的基础上，来
反复加深对题目所用知识的理解，从
而加深对整个知识体系的了解。

如何才能“走直线”？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亘古
不变的真理。专家提醒考生，在复习
过程中，一定要及时审视自己的复习
效果，如果发现自己的复习没有按照
预想的走下去，那么就一定要放慢脚
步，调整复习方法，在复习过程中及
时自省，并及时做出补救的措施。

考研冲刺期

少走弯路是捷径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加拿大今年
已收取了超过10万名外国学生，其中
近四成学生来自中国。同时，留学生
结构相较于前几年也发生了改变，赴
加读高中的中国留学生取代读本科的
学生占据主流。

据悉，在加拿大公立院校毕业的
国际学生，都能够申请获得一年的加
拿大工作签证。如果在加拿大公立院
校获得硕士以上学历，那么可以直接
申请加拿大的永久居留签证。

加拿大最好的大学都是公立院
校，而且加拿大教育尊崇均衡发展、
公平竞争，各所公立大学的教学质
量、教学水平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国
内学生可以根据专业水平、地理位置
学择适合自己的院校，而不必关注所
谓的大学综合排名。

留学加拿大

更易获得永居权

近日，北京市教委公布了高考改
革方案，全国多个地方也表示要削减
高考英语分值。“广博的国学文化必
将是高考分值流向的最大可能”，“十
一五”和“十二五”教育部规划国学
教育专项研究课题组执行主任张健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

课题实验已进入第五年

事实上，自北京高考改革方案公
布后，多地教育主管部门开始考虑如
何快速引入传统文化教育教学资源。

据了解，目前国内只有人教版一
套教材是以此作为理论基础编辑的，
最终确定17本标准教材。另外，课文
中配备各类中国传统艺术、民俗文化
和汉字流变等选修内容。

据悉，该套教材已经在北京通州
区、北京大兴区、江西上饶县、青海
湟中县、河北滦县、山东桓台县等
16 个地区开展实验，目前该课题实
验已进入第五年，距离6年课题实验
循环只差一年了。

不可盲目强加给学生

张健表示：“各地区若把传统文
化纳入高考视野，必须要考虑到传统
文化教育是一个漫长而细致的文化积
累过程，应像北京一样先解决教材进
入中小学课堂的关键问题，不可盲目
把大量新教学内容强加给学生。”

张健谈到，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
推行者，我们不得不感慨8年传统文
化进课堂的艰苦努力，远远不及高考
指挥棒的作用之大！”

高考分值

或流向国学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