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平（本报）

媒体报道说，教育部近日颁布的《中
小学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规定，社会艺
术考级、艺术竞赛等级名次证书等不能直
接作为艺术特长测评的依据。关于“艺术
特长”限定为“在学校现场测评中”展现
出来的艺术特长，社会艺术考级、艺术竞
赛的等级名次证书等不能直接作为艺术特
长测评的依据。

让孩子从小接受良好的艺术教育，本是
一件好事。然而，家长的攀比心理却催热了
少儿艺术培训市场，各种培训机构遍地开
花，个中水平参差不齐。

尽管教育部门前几年强调考级仅是展
示艺术的平台，但抱着功利性目的，把孩子
送入考级“战场”的家长大有人在。是什么
推动了考级热度持续不减？一是跟风考级，
稍有些条件的家庭都会选择为孩子报特长
班考级；二是攀比心态“逼”孩子考，家长多
认为考得等级高了，以后自然有用；三是利
益链条所致，眼下艺术等级考试繁多，承办
考级的培训机构以此来收取考级培训费和
报名费，已经形成了一条巨大的利益链条；
四是考级挂钩特长生考试，这已成为家长眼
中的升学捷径。一句话：社会艺术培训水很
深，也很乱。

曾经读过一篇题为“刘诗昆痛批中国钢
琴教育现状”的文章，提到“钢琴热”之下，钢
琴老师不够专业，没有资格。在刘诗昆看
来，什么样的老师才是合格的？“十年以上专

业训练，这是最基本的。”刘诗昆回答。可现
实远非如此，“钢琴老师”越来越多地被人们
赋予一些象征性的形象——较高的社会地
位、丰厚的经济收入、轻松的自由职业状
态。自然地，也会有越来越多的非专业者，
冲着这股吸引力而来。

德国钢琴教育泰斗凯沫林谈到对中国
业余钢琴考级制度的看法时，严肃地表示，
中国的钢琴考级制度差得让他不想提起。
让孩子们只练固定的曲目参加考级，这不是
一种好的方式。弹琴应该是一件持之以恒
的事情，要综合全面地平衡发展，而不是翻
来覆去地死记硬背几首曲子。凯沫林说，欧
洲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考级，而是经常举办学
校观摩音乐会，让每一个学生都有表演的机
会，以此检验学生们这一段时间学了哪些曲
目，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老师再根据学生的

演奏有针对性地发现缺点，提出改正意见。
考级真正的意义应该是通过考级抓素

质教育，推动音乐教育的普及和发展，考级
活动不能成为功利或赢利为目的的生财之
道。现在好了，教育部出台的相关文件中明
确规定，关于“校外学习”，既不包括学生接
受的家庭艺术教育，也不包括学生参加的社
会艺术培训机构或个体培训者所组织的艺
术培训，而只是指学生“参与社区、乡村文化
艺术活动，学习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欣赏
高雅的文艺演出和展览等”实践性、体验性
学习。

一言以蔽之，让艺术特长教育回归民族
化和本真化，作为家长也应尊重孩子并理性
选择，遵循艺术培养的规律，让艺术细胞健
康地在孩子心中扎根、开花和结果。

艺术素质终于不再唯名次等级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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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晚

在房山区上万村的郭家坟，文物部门
将这里的一座古墓定认为“清克勤郡王晋
祺的园寝”，却被当地村民及学者认定为
“张冠李戴”。近日，记者通过实地走访、

搜集村民口述、结合学者著述，发现官方
的认定结果的确疑点重重。官方公布的清
克王陵，很可能是清代官员的家族墓、墓
主人并非皇族，而真正的克王坟，历经战
乱恐已无存。 （7 月 26 日 《法制晚
报》）

有错就改。

错了？

画里有话画里有话

李世远

暑假伊始，就在不少孩子计划着暑假期
间如何痛痛快快地“大玩”一场时，不少家长
却紧急“叫停”了孩子的这一想法，“我给你找
来了下学期的课本，抽时间看看吧。”一时间
成了不少家长的“口头语”。采访中记者了解
到，如今家长们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而上一届学长们用过的教材一时成
为“香饽饽”，变得相当抢手。（7月20日《枣
庄晚报》）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为了应
对新学期，家长东一头西一头忙着借用过的
教材，要求辅导班“抢跑”，让孩子“超前学
习”。

何谓“超前学习”？顾名思义，就是个人的
学习进度超过了老师的教学进度。“超前学
习”对于学生来说利弊如何呢？利用暑假，让
孩子对下学期要学的课程进行预习，益处很
多：其一，提前接触新课程，对新知识有个大

概了解，哪里难哪里易，做到心中有数；其二，
开学后带着问题听课，注意力集中，提高听课
质量，在重、难点上下功夫，掌握学习的主动
权，学习效果会更好；其三，逐步养成主动学
习的好习惯，变被动为主动，变“要我学”为

“我要学”，学习扎实，成绩稳步上升，学习信
心大增。

可话又说回来，那些要求辅导班“抢跑”、
上新课的家长真能如愿以偿吗？也不尽然吧。
笔者看来，一般真正有经验、出类拔萃的骨干
教师，假期里也要充电或有重任在肩，是无暇
到社会上的辅导班去授课的。有偿补课毕竟
是违背教学和违反职业道德、有损教师尊严
和形象的。如果是一个非专业的老师讲课，对
重点难点很难精准把握；如果仅是“水过地皮
湿”的讲解，学生学得囫囵吞枣，对知识往往
一知半解，难免“夹生”，开学后再学，便有烫
剩饭之感，这样会误导孩子，反而会弄巧成
拙；如果孩子是被迫补习，那就更学不进去
了。

总之，没有科学的指导和管理，而是随大
流地让孩子进行“超前学习”，这种拔苗助长
的方式也不见得能取得预想的效果。

“超前学习”需要科学的指导

百姓说话

李云

炎炎夏日，游泳成为不少市民的消暑方
式之一，而许多不会游泳的市民都会带上一
个游泳圈，来保障自己和孩子的安全。然
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游泳的过程中，
游泳圈破裂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市面上所销
售的游泳圈，仅有生产厂家和几句简单的注
意事项。（7月22日《枣庄晚报》）

夏季带着孩子游泳，在家长们看来是不
错的避暑方式。甚至有些家长认为，孩子套
上游泳圈，说不定就能无师自通学会游泳，
即便学不会，游泳圈也是一个安全保障。于
是，任由孩子戏水，自己也乐得享受。殊不
知，常见的“三无”游泳圈，和关键时候能
救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给孩子套上这样的

游泳圈，无异于让孩子和危险为伴。
游泳教练说，颜色艳丽并且轻盈的儿童

游泳圈，属于儿童玩具，与救生圈执行的国
家标准是不一样的，它的材质比较差，且市
场上的大多数游泳圈属“三无”产品。真正
的救生圈是实心的，就算破裂也能保障生命
安全。救生圈和游泳圈看似价格和材质差不
多，可关键时候却是生与死的界线。

若仅仅是在游泳池浅水区里戏戏水，弄
个游泳圈当玩具并无不可，不过，真正去大
江大河或者海边游泳，必须让孩子套上正规
专业厂家生产的救生圈。将游泳圈和救生圈
混为一谈，是常识性的错误，游泳圈的辅助
功能代替不了救生圈的保护功能。倘若家长
贪图便宜，买个十几二十元的游泳圈“糊
弄”孩子，那就真是得不偿失了。孩子缺乏
分辨能力，又无所畏惧，仗着身上套了游泳
圈偷偷进入深水区可就危险了。

让孩子远离“三无”游泳圈

网言个论

魏英杰

在线教育、数字化教学，正在颠覆着传
统教育模式，成为未来教学的大趋势。不
过，据澎湃新闻报道，在近日举行的中美校
长高峰论坛活动上，有专家指出：中国
26%的学校都还未接通网络，“将数字技术
融入日常教学，形成革命性的影响，还有着
很长的路要走”。

这番话道出了当下数字化教学的真实情
况。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在国内，有
些学校教学设施齐全、数字化教学设备完
善，为实现数字化教学提供了必要的硬件基
础。然而，在一些地区的学校，根本不具备
数字化教学的条件。

如报道提到，在上海有的中学里，学生
人手一个iPad，老师可通过录制视频进行远
程解答，而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一所小学，18
年来只有两名教师上课，最近他们才拥有优
质的教学光盘，得以改变这一状况。还有专
家披露，全国只有59.6%的教室配备多媒体
教学装备。网络设施和教学设备的缺乏，成
为阻碍数字化教学的重要因素。

实现数字化教学，不仅需要硬件设施，
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对
此，我深有感触。还是 2009 年的时候，我
与一些朋友前往成都，探访汶川地震后的灾
区，行程中参观了一所由大企业捐资重建的
小校。这所学校按抗九级地震的标准建造，
非常高级。学校的教学设施也非常先进，一

家国际著名科技公司捐资给每个教室安装了
触摸式电子白板。那时候，别说灾区，在许
多大城市的学校都没有配备这么先进的教学
设备。

那么问题来了，学校老师私下告诉我
们，他们根本就不敢碰这些教学设备，因为
怕弄坏了。怕弄坏是一回事，弄坏了找人维
修恐怕更麻烦。所以，这些数字化多媒体教
学设备，不折不扣沦为摆设。

在数字化教学方面，无论是从资金还是
技术层面，许多学校根本是想都不敢想。何
况，还有许多孩子从来都没见过iPad等电子
产品，更不用说能否买得起了，哪怕学校免
费配备，他们也未必会用，也未必敢用。这
样的话，数字化教学又从何谈起？

这说明，数字化教学只能是因地制宜，
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学校的实力，以及相关
教学设备的普及程度，逐步加以推广。否
则，不仅难以得其利，反倒可能受其害。

推广数字化教学，目前并不具有行政强
制性，也不涉及教育公平。不能因为有的地
方开始在做，而有的地方暂时没有条件跟
上，就认为这是剥夺学生接受平等教育的权
利。教育平等固然也包括教育资源的平等，
但这更多指向的是教学条件和师资力量的均
衡。

对于相对落后地区的学校，暂时不会
用、用不起先进的数字化教学设备，问题不
大。学校是否配齐师资力量，教育部门能否
不让学生在非常简陋的教室里上课，这恐怕
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事情。这种教育不公
平，对学生的伤害更深。

数字化教学也应因地制宜

@山东交警：浙江某医院护士长郑秀丽
开车回家路上看到一女子横躺在地，头部有
血迹。她立即停车将女子扶起，没想到却被
围观者质疑为肇事司机。“人是你撞的吧？
下着雨还停车救人？”护士长既委屈又伤心，
最终交警调取监控还她公道。让好人心寒。

@头条新闻：地方政府怎么应对缠访闹
访者？位于陕西东南部的旬阳县，想出了一
招，“让缠访者进入县志留‘恶名’，钉上历史
的耻辱柱。”当地解释，不是针对所有信访
人，而是那些恶意操纵上访的人，只是措辞
可能不到位。官方回应将缠访者写入县
志。不知最后钉在柱上的是谁……

@中国绿色时报：如今在夏夜，已难
觅萤火虫的芳踪。为此，不少地方竟然举
办萤火虫展，利用萤火虫赚钱。然而，大
量捕捉萤火虫会导致当地原始种群减少，

进而可能会危害整个种群的数量，最终影
响整个生态环境。对萤火虫的态度，也就
是对待生态环境的态度。

@央视新闻：浙江邵女士为给救护车让
路，不得已闯红灯和违规变道，但想到要罚
款扣分，有点犯愁。其实按规定，如果给执
行紧急任务的警车、救护车让道，交警部门
会为让行车辆撤销处罚。交警表示，在核实
情况的基础上，可为邵女士免掉交通违法处
理。

@中国经营报：四川达州首座环型天
桥建成，很多市民不买账，宁愿从桥下横
穿马路。对这座周长154米，总投资907万
的天桥，市民吐槽“要绕很大一圈才能上
桥”、“步行梯步数太多太陡”、“骑车推车
都无法从天桥过”……附近商家称，天桥
就是个摆设。

微言大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