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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封情书及分手信 任课老师照片选不对要扣41分……

期末神题让大学生“哭晕”

26日上午，全国高等教育质量
监测评估研究基地在北京教育科学
研究院挂牌。

据了解，教育部计划在四所学
校和一所地方研究机构建立共5个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基地，四所学校
分别为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和清华大学。

据悉，今年年底之前，全国一千
多所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将全部
进入网上常态数据库，目前数据库
中已经有600余所高校的信息。包
括师资条件、教学条件、教学管理、
教学效果。今后基地每年会根据这
些数据出具一份报告。

对高校进行专业认证，也是高
等教育教学评估的重要工作之一。
目前已经对 200所高校的 600个专
业进行了工程教育的专业认证。教
育部有望在今年 6月成为“华盛顿
协议”的正式会员，与英国、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等高校实现专业互
认，从而使中国学生可以取得国外
注册工程师的资格。《华盛顿协议》
是工程教育本科专业学位互认协
议，其宗旨是通过多边认可工程教
育资格，促进工程学位互认和工程
技术人员的国际流动。

国内上学能拿
国外工程师资格

小时候，每次去外婆家，外婆
总会递给我一根糖葫芦，有时候是
山楂味，有时是草莓味，有时是橘
子味的……我先舔舔那甜得发腻透
亮的冰糖，再咬一口又脆又酸的山
楂，混着自己嘴中渗出的口水，有
顺序地将整串糖葫芦挨个儿吃掉，
吃完后，再无限留恋地舔舔那长长
的竹签，直到竹签再也没有任何味
道。在童年的我看来，糖葫芦里有
着惊人的魔法，能紧紧地抓住我的
嗅觉和味觉，让我朝思暮想。

有一次，外婆给我送来一根冰
糖葫芦，因为刚刚吃完晚饭，妈妈
说不能再吃零食了，我就乖乖地交
出了糖葫芦，第二天放学回来，我
迫不及待地钻入厨房找我那想了一
天一夜的宝贝，哪还有什么糖葫芦
的影儿呀，桌上只有一根惨不忍睹
的果串和粘嗒嗒的糖液，冰糖流到
桌上，紧紧地粘住了山楂，原来妈
妈忘记把它放到冰箱里，呜呜呜
……我的糖葫芦啊，我伤心地哭了
起来，直到妈妈第 N 次保证再给
我买一根，我才破涕为笑。

……
手工课上，我用粘土做了一串

逼真的糖葫芦。当我将一个个果子
搓圆串起来时，我仿佛又回到了小
时候，嘴里泛出了小时候闻着糖葫
芦时才流出的口水。我终于明白
了，糖葫芦好吃是因为那有趣的

“心情”，而现在的我，已经很久没
有足够的兴致和时间去好好享受这
份属于我的糖葫芦了！

我想，明天就去买一根糖葫
芦，慢慢地吃，慢慢地找回记忆中
的味道。

（新少年作文大赛参赛作品，
原文有删节）

记忆中的味道

■■ 佳作赏析佳作赏析

● 林桐

杭州求是教育集团浙大附小六2班

（本报综合）

■ 看学界

荆轲刺秦王是否属于杀人未遂？小龙女让杨过房
产证加名；写情书及分手信；任课老师照片选不对扣
41分；写出翘课最多的3名同学……

大学的亲们，如果这些“试题”出现在你们的期
末试卷上？你们是会“哭晕”，还是会“乐陶陶、屁
颠颠”地写出答案？今年，如此多知名大学期末考试
的试卷上，出现各种“奇葩”考题，真真是颠覆了很
多人的教育“思维”啊。

国内各大学的期末考试基
本结束。期末考试有哪些“颠
覆性”神试题？

南开大学期末神考题：任
课老师照片选不对不及格；浙
江大学光华法学院：荆轲刺秦
王是否属杀人未遂？山东一大
学：写出翘课最多的 3 名同
学；台湾一大学：写情书、分
手信。

当然，神试题背后，有很
多出题背景。比如，“写出翘

课最多的 3 名同学”，是想借
鉴考核人力资源专业360度绩
效管理中的同事相互评价；

“大学生如何看待约炮”，和四
川师范大学的精品课程——

“大学生性文明与性健康”有
关。

尽管试题“事出有因”，
但依然颠覆了自己的教育“眼
界”。那么，对这些试题，当
代大学生、老师又如何理解？

今年期末卷，颠覆教育“眼界”

“看到这样的试题，也真
是醉了。”群友“小舒小猪你
是谁”说。不过，他表示，除
了“写翘课同学”，这种试题
挺喜欢 。“ 应该会答得很

‘嗨’吧，这些题没有标准答
案，只要能自圆其说就行，大
家的思维不受限制。”

“其实，这样试题最大的
作用，是可以缓解学生考试的
紧张心情。”群友李正纲说，

“总比那些所需要死记硬背的
固定知识点要好答些，有趣
些。”群友“不逃避，成长”
说。

“温文尔雅的女王”认
为，这类试题，有一两个也就
罢了，但不能过度提倡，教育
改革需要创新，但不能随意。

某师范学院老师王琪雯表
示，教育在摸索中，一直想接
地气儿，但像选任课老师图片
的题，道出大学逃课之惑，背
后是高校教育体制的无奈反
思。

“大学的精神就是自由开
放。”群友付柯瑞说，“神试
题”可以开放思维，拉近师生
距离，而且还可以缓解考试时
的紧张。

群友张赫威认为，有些试
题挺有意思的，可以考查学生
所学知识。但有些题目，有炒
作嫌疑，看不出好在哪里。

“上这么多年学，从来没
有遇见这些奇葩题，心里蛮期
待体验一把……”群友杨行调
皮地说。

学生
回答这样的试题会很“嗨”吧

真心希望也能遇到“神考题”

“仔细思考，可以发现这种
‘神考题’现象背后的问题。”河
大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张曼说。

很多“神题”都是当下社会
中的热点话题。这样出题，与时
俱进，也想使考试有新意。所
以，在理解这些题目时，不能断
章取义，也不要仅限于表面。

老师出题的本意，应该是要
考察某方面的知识，只是出题方
式让大家产生了误解，有的还涉
及到敏感词，有些甚至与课程完
全没关系。有些题目的设定、用
词还是应该严谨些。学生遭遇这
样的“神题”，不可纠结于题目
本身，而应该思考它们的深层含
义。

河大教育科学学院研究生刘

静说，出“神题”老师的出发点
有严肃课堂纪律的意思。但，真
能得偿所愿吗？

河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
教授、教育学博士王振存认为，
高校在考试内容、评价方式的探
索，值得肯定。

学校试图让学生去思考困扰
当代社会、教师、学生的一些问
题，及其自身发生的不应该发生
的事，以此引导学生思考，体现
了大学的自由精神。

但大学考试，应该体现专业
性、学术性、思想性、严肃性、
教育性、价值引导性，仔细思考
一下一些考题，有些未免过于随
意，值得斟酌！

专家
虽有不妥，但有“深意”

期末神考题的荒诞与现实

通知：安全问题居工作首位

1月 4日，元旦假期刚过，教育
部就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5 年寒假
春节期间有关工作的通知，通知中
的第一条就是安全问题。

通知中强调，要加强学生校外
安全教育，避免因滑冰溺水、拥挤踩
踏造成意外伤害。要突出抓好重要
时间节点安全教育。学生集中离校
返校前后，要普遍开展安全知识教
育，通过安全教育课、消防安全演
练、家长会、发放安全知识手册、致
学生家长书信等途径，宣讲安全知
识，强化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增强自
救能力。

比较：灾难推动VS未雨绸缪

据媒体报道，上海外滩踩踏事
件中的伤亡者多为 20岁左右的年
轻人。一时间，“如何防止踩踏”、

“踩踏中如何自救”疯传。
专家质疑，我们的教育都是灾

难推动型，即某处先发生灾难、造成
伤亡后，才开展针对性的教育，缺乏
前瞻性。

与踩踏事件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美国肯塔基州发生一起飞机坠
落事件，一名年仅 7岁的小女孩幸
存，寒夜赤足徒步 1.6 公里成功获
救。报道称，女孩使用的求生技能，

是在这场空难中死去的父亲此前教
给她的。女孩用飞机坠毁后燃烧的
机翼点燃树枝照路，并依靠自己的
力量横渡一条约3.6米深的溪流。

“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特别震
撼。小女孩太了不起了！她父亲更
了不起！所谓的安全教育，不能等
出了事再教育，得未雨绸缪啊。”家
长刘先生感慨不已。

家长：担忧安全隐患多

寒假即将来临，这让孩子们期
待不已，他们盼望着能放鞭炮、玩电
脑游戏的春节。可孩子放假了，家
长还没放假，安全问题很让人揪心。

“我儿子就喜欢鞭炮、玩具枪这
类东西，放寒假了，我担心管不住
他。”家有9岁孩子的李女士说。

和很多家长一样，临近寒假，徐
女士就开始焦虑，如何让女儿过一
个安全的寒假成了她的心病。“我工
作很忙，春节期间还要值班，天天带
着孩子上班也不是个事。”

张先生一家本来打算放寒假去
海南度假，但踩踏事件发生后，他的
想法有点动摇：“据说人很多，也不
知有啥安全隐患没。”

相关人士呼吁，寒假期间家长
应给孩子系上“安全带”，教孩子一
些必要的安全常识，避免发生意外
伤害事故。

上海外滩新年踩踏事件让人警醒——

寒假快到了，安全意识不能放假

临近期末考试，学校寒假就要来
了。孩子们欢呼雀跃之时，家长、老
师们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上海外滩
踩踏事件刚刚过去，它提醒我们，一
定要注意安全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