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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班子成员全部深入班级，担
任一周至一个月的班主任，亲身体会
班主任工作的艰辛。这是邢台临城县
祁村学区近日推出的一项新举措。

原教育部部长何东昌说过：“一个
优秀的班主任就是一个教育专家”。学
校的各项育人工作最终都要由班主任
去落实，培养出什么样的人，班主任
的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临城县祁村
学区推出各种措施加强班主任管理。
学校班子率先垂范，深入班级做班主
任；加强制度管理，确立有效的奖励
机制；让班主任走出去，尽可能地得
到学习和培训机会。和县直小学联
系，结帮连对“一对一”地进行帮
助，定期听课，开班会交流合作；请
专家进校园做讲座。这一系列举措让
班主任的能力得到了全面提高。

学校领导轮流体验
当班主任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走在归家的路上，一阵风吹过，透
过单衣沁出丝丝凉意，我才恍然惊觉，
秋，已降临。

“自古逢秋悲寂寥”，秋天一直被认
为是离别、伤感的季节，而我却对这寂
寥之美情有独钟。我喜欢秋，因为它没
有春的媚感、夏的浮躁和冬的肃杀，它
涤荡了喧嚣，更安顿了心灵。

人们喜欢叶子抽芽时的嫩绿，或是
枝繁叶茂时的浓郁，而我却认为叶子把
一生中最美的时光赋予了秋季——落叶
用缤纷为它短暂的一生投下一个美丽的
注脚。

远远地看，那几棵不同的树上，深
红浅黄的树叶夹杂在一起，跌宕起伏，
参差铺陈，酿就一片次第老去的秋色，
深深浅浅的纹路隐匿着欢喜忧伤。一阵
秋风拂过，秋叶沙沙地飞舞着飘落着，
它们在生命之极点，带着最后的也是全
部的热情、盛装舞到最后，在最绚烂的
色彩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似完结，又或是新生，它们依偎在
大树脚下，融进泥土中去，在下一个四
季中重新创造抽芽、狂欢、旋舞、归根
的生命的轮回。秋叶之美，在其轻舞于
秋风中，飘荡在天地间，从容地低吟着
生命恋曲，决绝地别离大树母亲。它无
西施的清丽，亦非玉环的柔媚，而更似
昭君的凄美与寂寥，可是谁又能说那凄
美和寂寥中所折射出的悲壮和卓绝不更
有震撼人心之美呢?

秋天一次一次地远离，又一次一次
地走近。无数文人墨客曾伫立在秋日中
伤怀，在秋意中感悟，为金秋谱下了无
限诗意，映出了万般心境。于是我们在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恬淡中
释怀，在“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的悲苦中感喟，在“天凉好个
秋”的豁达中敞开胸襟……

也许，秋意总给人些许伤感和惆
怅，但它却促人深思，使人们拥有一份
特别的心境和情怀去品读五味人生，感
悟秋天带给我们的灵感。

不断读秋，也慢慢懂秋，我的心在
秋色中陶醉，秋思更在我心中变得绵长
而悠远……

低吟着生命恋曲
的秋叶

● 徐雅菁（14岁）

北京五中分校初二（1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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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被爸妈“监视”

多数中学生朋友圈屏蔽父母
“只要我在微信里发照片、发状态，父母马上

就会留下评论，有时还会打电话来问‘是不是谈恋

爱啦’、‘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在和谁聊天啊’之类

的。”近日，某中学初二学生小刘表示，现在他们

班很多同学在微信里把家长和亲戚屏蔽了。

微信已经成为中学生最主要的聊天

工具之一。据调查，绝大部分家长

愿意加儿女为微信好友，然而大部

分中学生却不愿成为父母的微信

好友，有的甚至在父母成为好友后

又将其拉入微信“黑名单”。

本次被调查的30名中学生中，8人的
父母不玩微信；9人拒绝加父母为好友；
11人将父母加为好友，但在朋友圈将父
母拉黑；只有2人将父母加为好友，并对
父母开放朋友圈。

“我知道他们是关心我，但是我也想
要有自己的空间啊，不希望他们动不动就
怀疑这个怀疑那个。”正在上高一的小月
提到父母就有说不完的苦恼。她说，本来
想着在学校住宿，可以逃离父母那种“监
视”的爱，但没想到还是逃不开父母的

“火眼金睛”。
小月说，她在朋友圈中发的每一条信

息，父母都会第一时间做出反应，而且表
现出来的多是对她的不信任，比如担心她
没好好学习、担心她交了不好的朋友……
小月说，现在她都不敢在朋友圈发状态
了。小月问过周围的同学，他们也有这种
情况。因为“不胜其烦”，一部分同学已
经屏蔽了家长，甚至连亲戚都屏蔽了。

90 后瑛子说，她的父母都是 60 后，
算是比较“潮”的爸妈。“我爸妈现在都
玩微信。我只要写了一点什么，特别是心
情不好、厌烦学习之类的话，爸妈立即就
会回复，不停地询问详情。”瑛子说，她
现在基本不在朋友圈里发内容了，就怕爸
妈来“坐沙发”。“可是有时候憋不住，最
后只好把他们‘拉黑’了。”

“我觉得屏蔽家长也不好，毕竟他们
只是关心我，可有时候真的很烦。”面对
父母“监视式”的爱，小月不知道如何是
好。其实，不少中学生都有着和小月同样
的苦恼，他们本想着玩微信只是为了娱
乐，但是没想到却成了父母的“监视器”。

学生
父母那种“监视”的爱让人烦

近日，山东省教育厅召开新闻通气会，
发布了2015年高考改革的细节：明年山东
省高考英语科目将启用全国卷，今年被取消
的英语听力将重新回到高考行列中，艺术类
考生提前批可以填报两个顺序志愿。

明年英语将用全国卷

省教育厅在新闻通气会上明确表示，
根据国家关于增加使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省份的部署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报请教
育部批准后，2015年起夏季高考外语（含
听力）科目使用全国试卷。

英语启用全国卷意味着去年退出高考
行列的英语听力测试将重新恢复。

春季高考高职继续扩招

山东省普通高校考试招生适当增加春
季高考高职（专科）招生计划，使其逐步
成为高职院校选拔学生的主渠道。

2015 年技能考试按专业类别组织进
行。2014年我省春季高考首次进行技能测
试，技能考试将17个专业类别细分成了37
个类目，这意味着技能测试将按大类别进
行。

春季高考首试平行志愿录取

春季高考平行志愿是首先将专业类别

内所有考生分按照投档分数从高分到低分
进行位次排序，然后按照顺序依次检索考
生所填报的志愿，当被检索到的高校招生
计划未满额时，该生即被投到该高校。

注册入学首设最低分数线

完善高职院校注册入学招生办法。注
册入学试点院校范围扩大到所有招生录取
有缺额的高职院校，并设定考生注册入学
最低分数线。

此次高考新政，将 2015年注册入学的
院校范围扩大到所有录取未满的高职院
校，并设定最低分数线，使得注册入学招
生制度更加完善。

省属高校不再招专科运动员

据介绍，此前我省对已经通过高水平
运动员测试但未被省外高校录取的考生一
直实行山东省内政策，可以由省属高校接
纳。但此次省教育厅明确 2015年省属高等
学校不再招收专科层次优秀运动员。

此前下半年举行的高水平运动员专项
测试也被叫停。业内人士分析，高校招收
高水平运动员的“门槛”将提高，录取也
将更加透明公正。

艺术类提前批可填两个志愿

从明年开始，我省将调整艺术类提前
批次志愿填报和录取方式，艺术类提前批
取得两个以上专业合格证的考生可以填报
两个顺序志愿，增加考生的录取机会。

高考加分政策将调整

规范和清理高考加分政策同样是国务
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的要求，按照这一要求，我省明年将
进一步规范高考加（降）分政策。通气会
上，省教育厅并没有公布具体的调整方
案，相关负责人表示需要等待教育部出台
新的政策后，我省再做调整，最终的加
（降）分调整内容报教育部备案后另文公
布。

严格规范高校招生

省教育厅再次强调各高校要认真执行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
法》，严格招生计划管理，严禁无计划或擅
自突破计划规模招生，严禁擅自招收任何
形式的预科生，严禁通过混淆学历教育与
非学历教育的方式进行欺诈招生，严禁违
规收取与招生录取挂钩的任何费用。各高
校要按照要求规范制定招生章程，经省教
育厅审核确认后，严格认真履行，不得擅
自更改。

2015年山东高考改革
加分政策将调整 艺术类考生拉前批可填两个顺序志愿

杨阿姨的儿子明年就要考大学了，现在
住校，因为担心孩子的学习问题，她不久前
学会了用微信。之前和儿子聊天，儿子还回
复她几句，可是最近不怎么回复了。不久前
一天上晚自习的时间，杨阿姨看到儿子发了
一条微信，便发消息过去问儿子怎么这个时
候还在玩微信，不好好学习。没想到，一连
发了几次，儿子都没有回复她。事后她才知
道，她被儿子拉入了“黑名单”。

“我从来没见儿子在朋友圈里发过啥。”
市民李先生说，儿子今年读高三，一年前他

主动加儿子为微信好友，但从来没见过儿子
在朋友圈的分享，偶然和侄儿聊天，才知道
其实儿子经常在朋友圈发表分享，只是他什
么也看不到，原来他早已被儿子“拉黑”。

被调查的20位父母中，除4位父母不玩
微信外，其余16位玩微信的父母均表示，愿
意加子女为好友以及浏览儿女的朋友圈分
享，其中12人和子女加为微信好友，但10人
看不到子女在朋友圈的分享，只有2人可以
看到子女的朋友圈分享，并且经常互动交
流。

家长
太想关注子女的生活和学习

专家表示，父母越是进入朋友圈“监
视”，子女越是屏蔽父母微信，父母与子女
之间越容易产生隔阂，彼此会很容易激化
矛盾。所以，子女要理解父母“爱子的心
情”，不应采取屏蔽微信朋友圈这样的方式
对抗；如果子女感觉受到打扰，可以采取
直接沟通或者微信分组等软性方式进行解
决，建立和谐的相处关系。家长在生活中
应多关注孩子，多抽时间陪子女，丰富他
们的精神生活，从而减少他们低头玩微信

的精力；多聆听子女的倾诉，多给子女自
己的空间。

专家还特别强调，对于家长来说，包
容特别重要。要学会包容孩子的错误，不
要事事追求完美；还要学会相信孩子，相
信他们可以独立处理好自己的事情；如果
孩子遇到困难一定要和他们站在同一条战
线上，让他们知道父母永远是他们坚强的
后盾，是他们的保护伞。

建议
尊重、认同、引导，和孩子好好地沟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