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媒体专题报道了中学出现的
“清华北大崇拜症”现象。 某校以“统一保
管”为由，要求高三学生提供自己的报名
号和密码，甚至劝说学生填报录取线更高
的专业，让分数稍低的学生有机会利用空
出的名额，这样考取“清华北大”的人数能
多出一个。一位在名牌大学招生组工作过
的人士透露，每年的招生都是一场高中对
大学的博弈，考生和家长是“手中掌握信
息最少的人”，有可能被随意摆弄。

密码之所以叫密码，就是应该只有自
己才知道。 学生高考志愿填报的密码，不
是普通密码，而是考生通往人生未来的密
码，理应由学生自己掌握。不幸的是，这串
特殊而重要的密码却在老师手里，由学校
掌控。

填报高考志愿是学生人生中的一次
重要选择，当由学生做主，自主决定。 学校

为何要替学生代劳呢？ 很简单， 就因一个
“利”字。掌控学生高考志愿填报密码，就掌
握着学生填报志愿的主动权，甚至决定权，
可以动员更多的高分考生填报清华北大。
因为教师的绩效、 学校的声誉牵系在考入
清华北大的学生数字里。 有的地方甚至把
“考上一个清华、北大奖励 50万元”写入县
政府工作报告。在利益的诱惑下，中学出现
“清华北大崇拜症”就不难理解。

在学生填报志愿时， 权衡利害关系，
考虑各方利益，实现多方共赢，当然是理
想的选择。 可前提是，要尊重学生以及学
生的选择权，不能损害学生的利益。 但有
的学校和老师在动员学生填报清华、北大
时，有一股“狠劲”和“韧劲”，使出各种招
数，志在必得，不达目的不罢休。一是打疲
劳战，“夜以继日地劝说”；二是打感情牌，
用师生情“要挟”学生。在如此强大的攻势

面前，有的学生招架不住，不得不“举手投
降”，屈从于老师。

学生屈从的后果，无非两种，一种是
上榜，一种是落榜。但就是上榜，对学校而
言，赢也是输，赢的是小利，输的是大义。
学校的“一世英名”可能就此毁于一旦，师
生三年的情缘也可能到此为止。

学生填报志愿， 确实需要老师参与，
但老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学生拿
不定主意时，老师可以指点迷津，为学生
支招。 但当学生的志愿很明确时，老师则
不能干扰，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学生。

通往未来的密码， 只能由学生自己
掌握；选择未来之路，只能由学生自己抉
择； 开启未来之门， 只能由学生自己操
作。 学校违反常识和常规，掌控学生志愿
填报密码，干扰学生填报志愿，是教育走
入了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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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怎么看

“学霸笔记”“高分考生手写笔记”正成为一种热
卖商品。 6 月 14 日，记者在某网购平台上看到，有些
网店每科标价 39 至 59 元的“学霸笔记”月销上千、
累销上万。 一家网店正在搞促销活动，单科“学霸笔
记”活动价 23.8 元，月销量已超过 5000 本。

（6月 17日澎湃新闻）
高考结束后，网络平台上的“学霸笔记”“学霸

手写笔记”正成为一种热卖商品，这些售价几十元
不等的手写笔记大受欢迎。 学习笔记摇身一变成了
放在网店里出售的商品，还真是个新鲜事，但是这
些标榜着“学霸”光环的笔记真的具有迅速提高学
习成绩的功能吗？ 笔者认为不一定，这些由学霸书
写的笔记仅是“一家之言”，未必具有普适作用，望
学生以及家长能够冷静对待，大可不必盲目跟风。

学霸笔记受追捧，是当前中国教育大环境下的
产物，高考是学生和家长能够看得见、抓得着的机
会。 大家认为学霸之所以成为学霸，是因为学习方
法有独到之处，于是想当然地认为照着他的思路来
学习一定事半功倍。 由此，被看作“学习捷径”的学
霸笔记有了市场。

可事实呢？ 笔者认为学习方法是很个性化的东
西， 对学习的理解也会因人而异，“学霸的套路”不
一定适合每个人走。 比如，学霸的知识基础相对较
好，他掌握的要点也很多，所以可能在记笔记的时
候会着重对难点记录，而一些一般性的知识点早已
烂熟于心，就不再书写；而一个成绩中等或者较差
的同学买了笔记，按着记录来学习，就会发现很多
知识点缺乏，反而不适用。 除了知识水平的差异，还
有个体理解侧面的差异，这些都足以说明，读了学
霸的笔记并不能让你也成为学霸。

笔者认为，能否准确地掌握知识要点，并且融
会贯通、举一反三，关键要看学生是否勤奋学习，是
否在学习中认真钻研，总结学习方法，只有自己真
的懂了才能提高成绩。

驳回离婚只因为孩子高考
新闻背景：儿子面临高考，沈阳一对夫妻却因为经常口角而起诉离婚。 孩子爸爸并不同意离婚，他认为孩子正面临高

考，需要父母给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法院也认为，子女正处于高考期间，夫妻双方应从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角度出发，给
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因此驳回离婚的诉讼请求。 （6 月 9 日《华商晨报》）

@ 武冈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黄启龙 为了不影响孩子
高考，法院驳回父母离婚诉讼，对孩子不一定有好处。 既然
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说明夫妻间已有“不可调和”的矛
盾。 俗话说“捆绑不成夫妻”，法院驳回离婚诉讼，硬要把他
俩“绑”在一起，家庭气氛肯定不会和谐。 对于备战高考的
孩子来说，需要的是和睦温馨的家庭环境。 如果父母感情
破裂，关系冷漠，孩子很容易觉察到，同样会让孩子心灵受
伤，产生焦虑情绪，从而影响高考。

@ 长春理工大学杨红星 对于该起离婚案件， 不管是
谁的错，似乎都应暂时搁置争议，“熬”过高考这几天，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把对孩子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尽可
能为孩子创造一个祥和的家庭环境，助其好好发挥，考出
好成绩。 选择高考前不离婚不一定能给孩子加分，但选择
高考前离婚一定会对孩子的情绪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波及
高考发挥。 就此而言，为了孩子，等到高考结束后再离，或
许是一个更优的选项。

@ 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汤功俊 高考期间，法院驳
回沈阳夫妻离婚诉求，彰显了国家司法对高考的保护作用。
全社会为高考保驾护航，谁也不敢掉以轻心。高考需要司法
保护，更需要家庭保护。 为孩子高考，夫妻暂时假装和平相
处，看起来风平浪静，不过是锯箭疗伤。 如果考试一结束问
题“涛声依旧”，往往会给孩子增加“甜蜜的负担”，甚至造成
一种看不见的伤害。 因此，若真要一切为了孩子，就不应该
假扮“好夫妻”，当离则离，如此才能为孩子一生护航。

@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中学贺海平 笔者以为， 即使夫
妻要闹离婚，不论何种原因，都不宜选择在高考的时间节
点上。 孩子在承受备考压力的同时，还须承担来自父母方
的压力。如此，也反映了父母对孩子的极端不负责任。因有
一方不愿离婚，不属协议离婚范畴，故诉至法院请求判离，
不论孩子是否成年，无形中都会受到伤害。 难以想象有孩
子遭遇这种情形，仍坐怀不乱，坚持认真复习参加高考。 此
刻，法院驳回离婚诉讼，当有人性化的考量，笔者想为此举
点赞。

“高考”在中国被称为“人生第一大考”，不
仅因为每年有数百万考生通过高考，决定接下
来的人生路；还因为它在考考生的同时，也考
验着公平正义、社会治理、人性冷暖甚至骨肉
亲情。

在“人生第一大考”面前，似乎许多事情都
要为之让路， 怎么能因为离婚影响孩子高考？
父母这样权衡，就连法院也这样劝说调和，“为

了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驳回了夫妻的离婚诉求”。
看起来温情满满，但笔者想戳破这场荒唐的表演：每年高考结

束出现的“离婚潮”告诉我们，这些为了孩子高考苦苦支撑的婚姻，
很大一部分将走向破裂，“孩子” 不是他们不离婚的理由，“高考”才
是！

为了高考，他们忍受着糟糕的婚姻关系，明明貌合神离，却要在
孩子面前扮演着恩爱夫妻的角色。 父母沉浸在自己伟大的牺牲之
中，却没有真正想过孩子的感受。

一段形同虚设的婚姻，对夫妻双方是煎熬，对孩子更是折磨。 一
家人朝夕相处，父母的感情破裂，孩子或多或少都能够感受得到，何
况有的父母，已经为“离婚”闹到了吵架动手的地步。 父母针锋相对，
孩子如履薄冰，相比离婚，继续维系岌岌可危的婚姻，对孩子的伤害
更大。

退一步讲，就算父母的“演技”足够高，孩子没有在高考前发现
他们的“异常”，但高考结束之后，父母突然离异，孩子当如何自处？
试想一下，平日里恩爱的父母，原来都在“演戏”，一夜之间，幸福的
家庭将不复存在，一位十六七岁的少年，该如何面对这场突如其来、
没有丝毫准备的变故？

人们总说，“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笔者以为，“高考”再
重，也重不过亲子之间的信任、理解和尊重，为人父母，如果感情真
的崩坏到了非要离婚的地步，与其隐瞒将就，倒不如早一点摊开来
讲，早一点做出决断，尊重对方，也尊重孩子。 笔者相信，应该没有孩
子愿意看到父母为了自己而不开心，不幸福！

据报道，成长在网络环境下的孩子，从小接触
的是数字阅读，他们习惯了使用网言网语，例如，
“大虾”（高手）“菜鸟”（新手）“度娘”（百度）“好方”
（好烦）等词汇。 他们经常把汉字、字母、数字、图
形、偏旁、同音字、同义字等混合交杂起来使用，并
创造了专属的“火星文”键盘。

专家撰文分析， 孩子们自然不希望成年人总
是唠叨他们， 他们小小年纪就想在父母老师等成
年人之间划出一条鸿沟。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
一项研究发现，高中生宁可跟网友说心里话，也不
爱跟父母沟通， 愿意跟父母说心里话的高中生仅
有 3 成。

薛红伟 /绘

小学生博古不通今
是教育矫枉过正

□ 刘剑飞

“孩子们会把这一切看成是习以为常的东西，并
不能切身地体会到这些科技成果来之不易。 ”日前，
在北京首都经贸大学附属小学的一次校内调查中，
校长张晓红发现，小学生对于“一带一路”峰会期间
走红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网购和共享
单车知之甚少。

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小学生一旦被问及中国古
代的四大发明，往往能够对答如流，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被问及“新四大发明”时，很多学生则一头雾水，
这种现象不仅是现代科技教育的缺失， 也是社会实
践的缺失。

关于古代四大发明的知识， 小学生可以从课堂
上学习，但是对于充满现代科技的新四大发明，很多
小学生却一无所知， 这主要因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
小学生从小接触这些科技设备， 对身边的高科技生
活习以为常， 根本不会去思考和追问这些科技产品
是怎么来的，这些高科技背后凝聚着多少心血，代表
着什么意义。 另一方面，小学生长期封闭在校园，活
动范围有限，视野狭窄，而课本上对现代科技讲述较
少，一些老师在应试教育的思维下，只是照本宣科，
不会拓展知识面， 导致学生们对现代科技一知半解
甚至一无所知。

“新四大发明” 是我国现代科技发展的体现，有
着深刻的意义。小学生了解这些知识，不仅是一个现
代人应具备的科技素养，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国、宣传
中国的基础和前提。 不管是古代文明还是现代文明
都是我国文明的组成部分， 在教育中应该做到平衡
对待，不能顾此失彼，这样才是健全的教育。

小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承担着国家未
来的科技发展重任。 在教学中应有意识地增加现
代科技教育，激发学生去发现身边科技，增强思考
和研究现代科技的兴趣， 这样他们在国际场合才
能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 也能在未来承担科技兴
国的重任。

“演”出来的幸福家庭更伤人

看不懂的火星文
“学霸笔记”
成就不了学霸

□ 雷小杰

学生填报志愿，学校过分干预非好事
□ 罗义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