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末考试考象棋
年末了， 小朋友们开始为期末考试头疼了。

但如果考试科目是“象棋”，你还会头疼吗？ 磐安
县安文小学校长说，这个考试针对三年级以上的
同学，分值是 100分，时间是一节课，试卷上有选
择、填空、判断和简答。客观题部分主要是考象棋
的基本知识，比如象棋的起源、典故之类的，而简
答题目就是一个残局的棋局，同学们要写出后几
步该怎么下。

（摘自《钱江晚报》12.20）

物理老师太有才
“相见难，别亦难，怎诉这楞次定律，我变化

磁通，他阻碍更坚，只怨这电磁感应，道不尽增反
减同……”为了帮助学生记住物理学中的楞次定
律， 浙江金华一中物理老师陈怡创作了这首歌。

“这首歌要是会唱了，对于定律的内容、本质和解
题方法等都会了。 ”对此，他还有些小得意。

（摘自《钱江晚报》12.18）

技术宅制航天视频
为助威“嫦娥三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天

学院的技术宅们自制《一分钟航天》系列画版科
普小短片。脱线而可爱的简笔画搭配上超级玛丽
的背景音乐，在一分钟的时间内，航天学院的技
术宅们就带观众从仰望星空的年代走到了中国
航天的起步。

（摘自《金陵晚报》12.20）

九岁娃街上摆地摊
近日，一篇名为《重庆杨家坪惊现 9 岁小女

孩摆地摊》的网帖被转载。 照片中两个小姑娘在
地下通道边铺了一张橘色地毯， 摊上摆着玩具、
文具等物品，她们正向一位老婆婆兜售物品。 拍
摄这张图片的范先生表示，最初他以为她们是因
家贫才摆摊，“一番交谈后，她们说学了一篇课文
后，想培养自己的独立意识。 ”

（摘自《重庆晚报》12.20）

川大男女结对叫起床
天气越来越冷，各地大学“起床签到”正火。

近日，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工商管理系青年志愿者
协会发起一个“Morning� Call”的活动，男女同学
一对一结对，互相打电话起床签到。在学院，像这
样结对叫起床的学生有 100 多组共 300 人，每天
早上 7：20左右，他们都会结对到操场上签到，然
后参加晨跑。

（摘自《华西都市报》12.18）

学霸图书馆煮饭
考试临近，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图书馆，一美

国学生埋头学习，脚边一个电饭煲水汽升腾，饭香
扑鼻……该校同学说，只要安全，学校并不禁止在
图书馆煮饭。 有网友笑称：他其实是想借米饭香味
来分散其他学霸的注意力并“干掉”对手。

（摘自《东南快报》12.20）

“教我过四六级吧”
江西理工大学馨香园食堂卖瓦罐汤的宗明

君，上学时酷爱英语，积累了不少励志英文短句，
每天在汤店的小黑板上摘录励志短语、 爱情笺
言、人生信条等，人称“卖汤哥”。现在，慕名找“卖
汤哥”买汤的学生越来越多，不过也有学生是去
试试宗明君的英语水平，结果都“落败而逃”。 @
江西理工大学微校园：北有保安哥，南有理工卖
汤哥，教我们过四六级吧。

（摘自《九江晨报》12.19）

六旬老太上小学
重庆 62岁的李天凤，小时家穷，错过上学识字

的机会。 长大嫁人后，又因养育子女，结果成了文
盲。由于没有文化，李天凤吃过不少亏：坐公交车坐
错站；买票找不到售票点……在担任小学班主任的
女儿建议下，老人到女儿的班级做起旁听生，从拼
音开始学认字。 经过 3个多月的学习，李天凤能认
识两三百个字了，知识正在影响着她的生活。

（摘自《重庆商报》12.19）

04/ 电话：0731-88317922���E-mail:kjxb0731-118@163.com
编辑：胡荧 版式：汪菲 校对：沈皓玮

2013 年 12 月 25 日 星期三

科教新报·信息

?�

老外撞大妈成作文题
“这事儿都成了我们的作文题目了！ ”日前，昌平二中高三年级的语文月考作

文题目，要求考生根据“老外被讹、撞人”一事件，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 考
生表示，他们对这个考题很感兴趣。 校方对此回应，考题有益学生开阔思路，关注
时事。 专家认为，学校会以此命题，因事件有特殊的意义。

（摘自《北京晨报》12.17）

高校出招对付手机族
面对屡禁不止的课堂玩手机现象，近日，武昌

理工学院出台政策： 如果学生在课堂中使用手机，
发现一次扣除一分平时成绩，直至扣完平时成绩为
止。 有学生认为，此举过于“一刀切”，手机也是可以
帮助课堂学习的，比如现在许多教师上课都喜欢使
用 PPT， 学生可以用手机拍下来然后慢慢消化，如
果用笔记跟不上进度。

（摘自《武汉晚报》12.18）

连坐惩罚惹争议
总有学生上课讲话， 多次惩罚也不见效果，于

是，资阳市安岳县龙台镇中心小学二年级一班班主
任王春燕通知所有家长来学校陪孩子上一堂课。 她
称此举属于“突发奇想”，“现在上课情况比以前好
了很多。 ”有家长认为，“该教育方法很好，本来教育
小孩就是老师和家长共同的责任。 ”有家长却提出，
“老师应该多从自身找问题。 ”

（摘自《华西都市报》12.21）

父逼儿跟汽车赛跑
最近，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父亲布莱恩强迫

不到五岁的儿子跟着自己的车奔跑并对其破口大
骂的视频，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当时车速大概是
时速八英里左右，布莱恩一边开车一边冲儿子大喊
大叫，催促其加快速度。 期间，五岁的儿子曾试图表
示抗议， 但布莱恩却不停按喇叭催促儿子快跑，并
说：“我不想听你的借口， 如果你想打橄榄球，快
跑！ ”

（据新华社 12.20）

哈佛学生谎报炸弹避考
12月 16日，20岁的哈佛学生埃尔多·金分别向

哈佛大学警察局、 两名学校官员和校刊发电子邮
件，称学校 4 栋建筑中的两座安置有炸弹。 警方调
查后发现其动机竟为逃避考试。 目前，他被控谎报
炸弹威胁，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多 5年监禁、3
年狱外监管和 25万美元罚款。

（摘自《广州日报》12.19）

妈妈和孩子签协议
妈妈的义务有“每天保证 20分钟以上和儿子沟

通的时间”，儿子的义务有“及时独立完成学校布置
的作业”。 南京一位妈妈从儿子三年级开始就和他
签协议，规定了双方的权利、义务以及如何奖惩。 此
行为引起了一些家长的不满，“孩子做得好要表扬
和鼓励，但不应该谈条件；做错了也不应该一味地
惩罚，只要改了就行。 ”

（摘自《金陵晚报》12.18）

奖学金被抽成做班费
近日， 河南信阳师范学院几名同学反映称，他

们获得的奖学金必须依照学校的“惯例”，拿出一部
分做班费，如果是大四的学生，就需要把全部奖学
金都“贡献”出来。 针对奖学金被“抽成”，有人认为
钱用到了集体活动中，无可厚非，有人则认为钱属
于个人，不应上交。 日前，该院已经给各个院系下发
通知，要求把抽成的奖学金全额退还给学生。

（据新华社 12.17）

校门口小店可赊账
“听说你女儿欠了 1000多块钱？ ”家长裘先生十

分惊讶，赶到女儿就读的汀溪学校中学部门口，只见
一排临时搭盖的铁皮屋正对着校门。 据女儿描述，从
开学以来，她一出校门就来铁皮屋吃烧烤、喝奶茶。调
查几间铁皮屋的老板， 纷纷否认存在大额赊账的行
为。 倒是一名摊主说：“有时候差个一两块钱，就赊一
下，都在这里上学能跑到哪里去？ ”

（摘自《海峡导报》12.18）

单薄校服遭吐槽
近段时间南宁的早晚气温降到了个位数，不少

市民已经翻出厚厚的羽绒服套在身上。 南宁的学生
装因不够厚实而被家长吐槽。 近日，从南宁市教育
局勤工俭学办公室获悉， 学校在着装上应灵活处
理，并且南宁明年很可能会推出加厚型学生装。

（据新华社 12.18）

网上侃侃而谈网下沉默寡言
升入大二后， 北京某高校学生小周突然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在众人面前开口

讲话了。“感觉在大家面前讲话很累，也懒得去参加校园活动。 ”小周说。但同时，网
络社交空间中的小周，却是另一种表现。 他与别人频繁互动，经常就一些话题聊得
热火朝天。小周说，自己在现实和虚拟世界中，完全是两个人。而像小周这样呈线上
线下分裂状态的大学生，不在少数。

（摘自《中国教育报》12.19）

帮送人情引尴尬
@马塞的秋天：帮同学代送红包之后，这么久了都没还钱，真是不好意思开口

要，你们说怎么办？ 过半网友认为，应该直接要。 一网友说，他也碰到过一次对方忘
还钱的情况，是直接要的，“帮忙带礼金已经是帮忙了，相信对方会理解。”另一网友
则说，她经常帮人带，她都是通过中间人委婉提醒或者趁开玩笑说的。

（摘自《武汉晚报》12.21）

女子防身术进课堂

多措施助学生减压
期末将至，面对“压力山大”的期末考试，美国高校是如何调整心态为学生解

压呢？ 韦伯州立大学为学生准备了一套可以缓解压力的电脑游戏。 伊利诺伊大学
香槟分校会在考试期间给学生分发“减压袋”。 学校会在里面放上减压手册、小游
戏、代金券及小食品。 在斯坦福大学，每到临考的前一晚，学生们会在晚上集体来
到户外，一起放声呐喊一分钟。

（摘自《北京日报》12.18）

长不大的父母
@� yoyo 蝶衣：爷爷奶奶抱着孩子举着吊瓶，爸妈在旁边只看着个小包，都在

玩游戏，都当父母了，什么时候学会长大承担责任呢。 旁边一阿姨看不过眼，说了
几句，好解气。近日，博主小黄在医院看到这一幕，很有感触。网友评论道：“长不大
的父母，让人好‘捉急’。 ”

（摘自《武汉晚报》12.15）

网评十大最苦光鲜职业
日前，一份由某研究机构出炉的十大最苦光鲜职业榜引起网友热议，上榜的

前 10个职业分别是公务员、空姐、医生、记者、律师、会计师、模特、IT 男、自由工作
者。 这 10 个职业的上榜理由更是花样百出，比如公务员看上去很闲，其实很多岗
位琐碎事很多；都觉得医生工资高红包多，实际上又忙又累还很危险……

（摘自《九江晨报》12.18）

为三八线合同点赞
“三八线———男女有别，桌子一分为二，谁也不许超过，如超线将被打一下。”甲

乙双方郑重签名，并且用红笔煞有介事地描了个印章。 近日，一份晋江小学生蔡琦
和洪焰森制定的“三八线合同”走红，童真的语言，让大人们纷纷点“赞”。前几天，蔡
琦又酝酿出了一份补充合同，因为她觉得“三八线合同”还不足以“镇住”同桌。这份
合同详细罗列的“五大不许”，同样签名、盖章了。

（摘自《银川晚报》12.10）

近日，襄阳市人民路小
学六年级女生学“女子防身
术”引发热议。 有网友认为
孩子学防身术属于“花架
子”，是“不务正业”，调侃

“女汉子要从娃娃抓起”。 校
方解释称，开设课程意在加
强安全教育。 专家认为，校
方行为很有现实意义，值得
鼓励，提高学生的自我保护
能力和面对危险的应对能力是关键。

（据新华社 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