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数字浙江”的大背景下，紧随金融
科技体制机制改革步伐，兴业银行宁波分
行积极探索金融数字化转型，将科技赋能
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推动科技和业务的深
度融合，助力分行高质量发展。

据悉，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围绕着“让
数据多跑路，民众少跑腿”以及“一带一
路”建设的契机，加快推动移动支付应用
场景建设，打造数智城市生态圈，强化C
端服务，做百姓身边有温度的银行，全力
建设数字化、智能化厅堂，通过PAD开
卡、综合智能柜员机等智能化创新产品，
打造“一站式”的智慧银行，提升客户服务
体验。

着力B端赋能，营造共生共荣生态，
银企直通全球资金管理系统无缝对接企

业端和银行端的系统，一方面提高了跨国
集团企业的业务办理效率，另一方面提升
了银行的境内外一体化金融服务能力，为

“一带一路”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力，真
正实现银企双赢。

推进G端连接，助力社会治理，践行社
会责任，分行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切入浙江
省“无欠薪”行动，上线了务工人员工资保
障支付系统，实现代发数据实时监管，确保
务工人员工资专项监管、专款专用。

面对金融脱媒、金融创新的加速和金
融服务的多元化发展，兴业银行宁波分行
将以开放和共享的姿态主动拥抱数字化
转型，推动金融与各类生态场景的深度融
合，提供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金融服
务。 桂新越

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加快数字化转型
助力业务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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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分班排座理应与成绩“脱钩”
夏熊飞

不把考试当抓手，让教学回归本源
卞广春

街谈巷议

三江热议

学生文具要“科技感”
也要“生活感”
郭元鹏

30 日，教育部召开新
闻发布会，介绍了秋季学期
中小学教育教学工作情况，
重点包括教师“弹性上下
班”、减轻学生作业负担、降
低学生考试压力、“双减”任
务等一系列问题。发布会
提出，不得违规组织考试，
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
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
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
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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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一个月前，“双
减”在民众眼中还只是个抽
象概念的话，如今可以说越
来越具象与细致了，一条条
政策与细则的出台，让大家
感受到了“双减”的决心，也
让“双减”越发具备可操作
性。

此次“双减”可谓“粗中
有细”，既有宏观层面的政
策方针指向，也有微观层面

细致的具体举措。就连按
成绩分班、排座如此细小的
问题，教育部门也早已纳入
考量范畴，可谓未雨绸缪。

之前按成绩调整分班
可以说是大部分学校通行
的做法，各类重点班、实验
班按照成绩高低进行了泾
渭分明的区别，按成绩排座
位虽不是普遍做法，但也是
不少老师开展教学工作的
法宝。

教书育人本应有教无
类，成绩相对落后的学生群
体理应得到更多来自学校
和老师的帮助，可按成绩分
班、排座位显然不是为了让
后进生奋力追赶，而是把优
质教育资源向优等生重点
倾斜，如此岂非好的越来越
好、差的越来越差？教育本
就是助学生全面成长，如此
丛林法则与马太效应，明显
与教书育人理念相违背。

之所以把成绩当作分
班、排座位的依据，归根究

底还是学校想“出成绩”，所
以不惜把有限的优质教育
资源往优等生身上堆积，靠
着他们在各类竞赛、考试中
拿名次、拼名校升学率。如
此学校及领导是赢得了政
绩，那些“差生”却沦为了炮
灰，而优等生被裹挟于军备
竞赛中同样不堪重负，教育
焦虑也在这样的消耗中不
断加剧。

分班与排座，就应彻底
将“成绩”因素剔除，前者只
需考虑是否达到了均衡编
制，如各班级人数相当、男
女比例适宜等客观因素，后
者则主要考虑学生的身高、
视力等，这些都是与成绩无
关的客观事实。而成绩只
需成为老师有针对性开展
教学工作的依据，如某个班
总体成绩落后，则要重点加
强师资配备，某些同学成绩
不理想，则考虑是否有必要
调整座位为他们搭配更合
适的同桌等。

记者从8月30日教育
部新闻发布会获悉，为切实
降低学生考试压力，教育部
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
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明
确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
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每
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
中年级从不同学科实际出
发，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
试。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
严禁超课标超教学进度命
题。要合理运用考试结果，
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实行等
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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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眼里，期中考
试、期末考试就不用说了，
学校组织学生进行的摸底
考试、分班考试，以及更为
频繁的周考、旬考、月考，都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学生
对频繁考试的教学模式心
烦意乱、焦躁不安，但以考试
为抓手了解学生学习成果的
方式，所有学生都难以抗
拒。现在好了，教育部要求
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
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
一次期末考试，义务教育学
校大幅压减考试次数等做
法，学生可以松一口气，不必
再为考试而焦虑了。

长期以来，考试已经成
为 学 校 教 学 工 作 的 一 部
分。不考试，教师都不知道
怎么教，不清楚学生学到了
什么，还有的教师习惯将考
试当教学，以考试强化学生
的记忆和理解。这种通过

考试，摸学生掌握学科知识
的底，看学生学习成果和知
识运用能力，巩固学习知识
点的做法，看似滴水不漏，
没有毛病，实际上却让学生
从备考开始，到应考和考试
成绩发榜的长时间里焦虑
不安，影响学生的学习情
绪，制约了教师因人施教和
发挥个性化的教学能力。

频繁考试，还浪费了教
师 钻 研 教 材 和 教 学 的 时
间。教师过多的时间用来
搜集各地的考试试卷，整
理、研究不同的考试题型，
让学生熟悉各类试题，考察
学生现场答题的速度，应对
地区组织的模拟考试、统一
考试和升学考试，自然没有
时间与个别学生谈心，不会
把教学重点放在学生身上，
放在教材的研究、个性化教
学问题上。这种本应重点
施教，却以考施教的教学模
式，颠倒了教学工作的主
次，是严重错误、不符合教
育科学的。

压减考试次数，不以考
试为抓手，传递了教学改革
信号。教育是一项复杂而
又专业的工程，学生掌握规
定的学科内容只是其一，综
合素质提高才是关键。广
大教育工作者应当从习惯
于组织学生考试的教学模
式中，回归到致力于教学研
究和因人施教的工作中。
教师以学生为本，以提高教
学手法为重点，引导和帮助
学生在愉悦的教学过程中
增长知识，增强基础应用能

力，掌握应对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技巧，值得所有教育工
作者深入研究和探讨。

压减考试次数，不以考
试为抓手，考验着教师的教
学智慧。一二年级学生不
考试了，其他学生考试次数
少了，怎样了解学生的学习
效果，怎样有针对性地教
学，这是个问题。与考试并
存的是作业，布置作业也不
可以任性。这需要提高作
业设计质量，确保作业难度
水平符合学生实际，也需要
设置分层次作业、弹性作
业、个性化作业，克服机械、
无效作业，杜绝重复性、惩
罚性作业，教师在设置和批
改作业中，实现教与学的协
调统一。

除了铅笔、书皮等传统刚需文具，今
年的开学消费市场上，电动卷笔刀、电动
橡皮擦、橡皮渣收集器等充满“科技感”的
电动智能文具大量涌现，吸引了大批宁波
家长买单。在宁波东银泰城3楼的启路文
具内，记者看到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10
后“新文房四宝”——电动卷笔刀、电动橡
皮擦、橡皮渣收集器、坐姿矫正器等。

8月30日《宁波晚报》

“电动文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
了“省时省力”。正如一家文具店的店员
在推销一款电动卷笔刀时所宣传的那样：
在削笔过程中无需手握铅笔，削完后自动
退出，有粗细2种笔尖效果可调。如此方
便且人性化，受到家长和孩子的欢迎和追
崇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对于孩子而
言，“电动文具”新颖美观，颜值很高，想不
喜欢都难。而对于家长而言，他们考虑的
则是能节省“孩子时间”。比如，一位家长
就表示：“现在的学习时间都比较紧张，只
要能提高学习效率、节约时间，价格高一
点也是值得的。”

不难发现，“电动文具”之所以销售火
爆，原因就在于这种文具切合了孩子对文
具颜值的期待以及对新生事物的期待。
可是，我们还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家长
购买“电动文具”的心态，他们的目的在于

“节省时间，让孩子有更多时间学习”。似
乎这是没有问题的，而真正的问题在于：
假如孩子连学习的时间都需要“依靠电动
文具来实现”，是不是还作证了学习压力
依然不小的问题？

“电动文具”再好，也需要有理智的心
态。我们需要“科技感”更需要“生活
感”。对于削铅笔、擦错字等等来说，孩子
本来就是“举手之劳”，我们在倡导“热爱
劳动”，实际上动手完成基本的削铅笔、擦
错字等等，何尝不是劳动的一种？假如，
连基本的削铅笔、擦错字都需要“电动”，
孩子就彻底彻底变成了“学习机器”。

文具的“科技感”见证的是科技的发
展。可是如果有了“科技感”却没有了“生
活感”也是一种遗憾。不能有了“电动文
具”就丢了“自己动手”的能力，对“电动文
具”需要理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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