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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追评 “高考考场是否装空调”
本身就是一道考题

2020年高考将在7月举行。正值酷暑，不
少家长担心高温天气会影响考生在考试中的
发挥。近日，有福建省福清市网友在福州
12345便民（惠企）服务平台上发布诉求称，7
月酷暑难耐，但福清市教育局至今不答应给
高考考场装空调。6月16日，福清市教育局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针对家长反映的
高考考场安装空调的问题，他们已向省里和
市里报备过，不安装空调。为避免高温天气对
考生造成影响，“到时候会用冰块降温，也会
用风扇。”

（6月16日澎湃新闻）

在此条新闻下，有个民意调查，对于高考
考场没空调用冰块降温这个问题，支持与反
对的网友约各占一半。支持者认为，以前高考
也在 7 月份，考生没有空调也这么考过来了，
现在有冰块降温也不错；反对者则认为，全球
变暖，温室效应让现在的夏天比以前热，没有
空调会影响考生的发挥和身体健康……大家
各执己见，莫衷一是。

酷暑之中高考，能够安装空调降温当然
是最佳选择，但考场是否装空调，说起来简

单，实施起来是一个繁复的工程。资金问题哪
里来、原有线路和变压器容量是否能承受？重
新施工是否来得及？还有，高考过后空调的使
用与管理安全等种种问题。

实际上，“高考考场是否装空调”，最大的
问题还是“公平”二字。大中城市、发达地区安
装空调似乎不是问题，但欠发达地区、乡镇学
校可能缺乏必要的“安装条件”，加装空调若
不能做到全覆盖，又会凸显出教育资源不均
衡的残酷现实。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学校的教
学条件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乃时代使
然，也在情理之中，而考场安不安空调，既考
验教育部门、学校的管理智慧，也考验学生、
家长们表达意愿、处理问题、解决困难的能
力，对于各方而言，“高考考场是否装空调”本
身也是一道考题。

主管部门应认真对待学生、家长的合理诉
求，听取多方意见，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做好考场
防暑降温工作。而学生、家长也要做好两手准
备，换位思考，放松心情，寻找不同意见的最大
平衡点，用良好的心态及充分的准备，来迎接这
场不同寻常的人生大考。 斯涵涵

6月 15日上午，贵州省晴隆县民族中学高
一（7）班教室，黑板上的多媒体屏幕里出现了远
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宁海县知恩中学名师黄
婷婷，她正在给高一学生上生物课。

（6月16日《浙江日报》）

两地学校相距千里，却利用互联网技术，视
频直播互动，实现云端教育资源共享，两校学生
共上一堂课，同步作业、同步批改、同步辅导等，
让晴隆学生也能享受宁海优质教育资源。显然，
这种“空中课堂”就是名副其实的远程网络教育，
通过信息技术打破地理隔阂，让东西部学生共享
优质教育，从而缩小两地教育水平差距，实现“互
联网+教育”结对帮扶的效果。

教育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长期竞争
力的根源。我国东西部地区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
上，也体现在教育上，而且教育水平、软硬件设施
差距之大，甚至超过了经济差距。比如现在倡导素
质教育，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孩子普遍有条件接受
艺术、体育、科学等素质教育，也经常在全国、海外
旅行开阔视野，而西部贫困地区的孩子缺乏经济
条件，加之师资力量薄弱，在素质教育方面落后很
多，两地教育成绩也随之被拉开很大。

从经济社会的发展历史看，经济愈发达地区，
对教育重视程度越大，也越舍得投入更多资源，吸
引更多名师加入，从而形成“马太效应”，将地区间
的教育水平拉开，落后者很难追赶上来。此前，受
限于教育资源差距，面对现实中的地域教育鸿沟，
很难有合适的解决办法。如今，互联网技术打破了
信息屏障，将东部地区的优质教育资源上云，通过

“空中课堂”实现共享，使得两地学生站在平等的
位置，有利于推动教育平权。

教育的平等是最大的社会平等。西部落后
地区的学生能够享受优质教育，就可以最大限
度地缩小教育差距，从而提升该地区民众的整
体素质，进而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促进
经济更好地发展，拉近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可
见，“空中课堂”的影响深远，不仅是改变学生的
命运，更有利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
国家的进步，其意义巨大。

面对信息技术时代大潮，要想办法让贫困地
区的教育跟上步伐，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
行“空中课堂”帮扶等，乃是可行之道。 江德斌

让“空中课堂”
填平教育鸿沟

百姓话语

近日，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通信工程专业9名大
学生组建调研团，坐遍了杭州所有地铁线路，总覆
盖里程近500千米，绘制出“杭州地铁网络信号强
度地图”。（6月15日中国新闻网）

在最熟悉的城市，做最温暖的小事。我们吐槽
着地铁信号“冷热不均”的时候，9 名大学生拿出了
千里之行的调研数据。别人眼中的地铁刷手机卡顿
体验问题，在同学们的专业眼光中，则是民生堵点
的科学问题。如此“绝知此事要躬行”，起码是学以
致用的典范。

调研测试并不复杂：大家带着移动卡、电信卡、
联通卡手机，打开专门测试网络信号的APP，每到一
站就记下信号指数，然后再制作移动、电信、联通全
程动态曲线图。如此这般，地铁沿线动态静态、点和
面的信号情况，看图说话、一目了然。事儿不复杂，意
义却不小：一来，把市民的上网环境直观呈现于科学
数据之上。那些情绪化的牢骚，终于有了理性的印
证。二来，代偿了运营商乃至职能部门的基本责任。

一张彩色地铁信号图，传递的是高校课程改革
背景下的学习观。一方面，用专业的精神关切现实
生活。乘地铁“游遍杭州”测信号，事儿人人能做，心
未必人人能有。一个专业、一所学校，只有真正和所
在的城市、所处的时代共生共情，才能真正因应当
下，才能培养合格而健全的“人”。另一方面，2020年
的劳动教育正在回归教育生活，躬身实践、亲力亲
为，在关心“蔬菜和粮食”中自我成长，在沉下身子
后“乘风破浪”——这样的复合型教育，才是高校该
走的路线。

在寻常生活中发掘知识的效用，在走出校门后
彰显专业的价值，最终重返“生活世界”。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在奢谈区块链或者云教育，却忘了真正的
大学教育将去往何处、从哪里而来。“地铁信号地
图”绘制结束，杭电李金新教授还给出了专业建议，

“在相应地方增加基站、调整直放站增加覆盖”以优
化信号。这样的调研及建议若能被运营商或城市政
府所采纳，不啻增益了地铁出行市民的日常福祉。

今时今日，如果说我们的学习还需要“改造”，
那一定是与生活、与时代、与文明的价值链接。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这大概也是中国高校奔跑在“双一
流”路上的基本坐标系。校园是开放的，教育是开放
的，高校更应该与城市同成长、共进步。如果我们的
大学生都能秉持基本的责任和初心，如“地铁信号
地图”般看到城市的冷暖与表情，那么，再大的大学
城，也不会疏离而冰冷，象牙塔里的风景，也可以波
光潋滟地投射在城市的湖心。 邓海建

“地铁信号地图”
是学以致用之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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