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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下“静音键”
让城市文明为考生“护航”

近日，浙江宁波海曙区一小学因将李子柒
写入期末试卷考题被家长质疑引争议。家长称
作文题给出了李子柒的故事，旨在展示中国传
统田园文化，最后却介绍了李子柒的粉丝数。
对此，该卷出题人称所选人物都是为理想不畏
艰难的典型，是正能量的鼓励。（本报今日 A5
版）。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命题立意和
命题技巧来看，这道阅读理解题（家长误以为
是作文题）当然没毛病。

该题一共提供了三段材料，分别为袁隆
平、李子柒和雷海为（拿到中国诗词大会冠军
的杭州外卖小哥）的事迹介绍。这道题目除了
考察学生对阅读材料的概括能力，还让孩子们
从以上三名人物中挑选一位，推荐为“心目中
的风云人物”，并简单说出推荐理由。

生活即教育。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孩子，接
受的知识就应该是综合性的全方位的，不能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应该以
积极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个时代。作为人文学
科的语文，不仅包罗万象，而且与现实有着密
切联系。尝试将“网红”人物引入试题，意在引
导孩子不能仅仅停留于书本知识的学习，要拓
宽眼界，与社会接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道
有关李子柒的创意题，无疑令人眼前为之一
亮。

从帮助孩子树立正确价值观角度来看，城
堡式教育也不足取。人只有见识到了世界的广
博与包罗万象，才能正确树立自己的三观。网
络世界，不是阻止孩子不接触“网红”就接触
不到的。堵不如疏，更应该积极开展正确的引
导。世界不会因人的喜恶而改变，我们教育孩
子，应该鼓励他们理解世界，然后知其恶而守
其善。一味地以自己的喜恶为孩子屏蔽事物，
可能会越来越狭隘。

总之，从语文学科的角度看待，该题很好
地考查了学生的文本概括和信息提取能力。站
在更高层面审视，这道“接地气”的题目，不失
为一道创意与趣味兼得的“神题”，体现了命
题思维的与时俱进，这也与近年来中、高考越
来越关注社会现实问题的命题思路相接轨。

基于上述考量，很多网友认为家长不应该
带着老一辈的思想理念来看待现在的教育。对
此，当地教育局领导也明确表示在语文期末考
试卷增加课本以外的社会知识，是一种积极尝
试，认为考试“除了围绕课本知识，还应该有
更多的社会和生活的内容”。

肯定之余，必须指出的是，家长的质疑也
并非毫无是处。

简而言之，虽然李子柒给世人展现了很多
正能量，但“网红”现象本身毕竟还存在较大争
议。如果是在课堂教学中提及，可以通过一些拓
展介绍，让学生对其有立体认知。但在试题中，
囿于诸多限制，呈现起来确实容易出现一定的
片面性。尽管绝大多数学生做过了就一笑而过，
但这并不能保证所有孩子都有足够“免疫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家长的质疑并非完全多虑。

一言以蔽之，李子柒入试题风波，家长固
然不应该上纲上线，老师也不必反应过度，认
为家长“无理取闹”。其实，不妨可以把家长的
质疑看成是对命题者的善意提醒，在命题时尽
量谨慎选材，或者在试题中适当补充几句话，
防患未然。时下的热门人物进试题，只要不是
哗众取宠，刻意迎合时尚，本身无可厚非。但
也要有相应的前提，除了尽可能避免争议之
外，内容要紧扣语言表达，要让不热衷、不喜
欢甚至不了解这些人物的学生单凭对试题文
字的理解及自身语言功底就能答题。

胡欣红（教师）

2020高考今日启动，为确保高考安全有
序进行，宁波各地公安交警根据考点周边道
路交通实际情况，科学安排警力，切实维护交
通秩序。对考点周边等交通节点复杂地段，交
警部门将加强交通秩序管理，严格查处禁鸣
区鸣号、大货车“闯禁”等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今日A4版）

高考期间，为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环境，多个
城市都发“禁噪”通告，在高考期间按下了“静音
键”，尽可能排除外界环境对考生的干扰和影响。

可以说，此举是用城市文明为广大考生
“护航”，也是政府部门为民服务办实事和城
市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值得肯定和点赞。同
时，也需要全社会做好这份文明答卷。

高考涉及千家万户，社会各界和考生、家
长都高度关注。

每年高考期间，社会各界和家长都呼吁
给考生一个安静的环境。在考点周围按下静
音键，为高考按下了“静音键”，显然是回应社

会关切的为民服务举措，让考生在高考期间
有一个安静的环境，不仅体现政府部门的责
任担当，也是城市文明进步的具体体现。

然而，面对“禁噪”通告，一些工程建设、
建筑工地等施工人员或许为了赶进度，就有
可能对通告置若罔闻，在高考期间偷偷施工，
让已按下的“静音键”失效。因而，通告发布之
后，执法还必须跟上。

十年寒窗不容易，考生们需要安静的环
境。除通告规定的“禁噪”外，一些可能制造噪
音的企业、施工单位或个体，应当设身处地体
恤广大考生，损失一下自身的小利益，也能在
高考期间按下“静音键”，以保障广大考生的
大利益，尽可能不要去制造噪音而影响考生。

总而言之，许多城市像宁波一样，都发布
了高考期间“禁噪”相关通告，这既是特殊时
期的严格规定，也是对公众的提醒和号召。期
待社会各界做好这份高考“禁噪”的文明答
卷，共同为高考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丁家发

李子柒写入
小学语文试题
这样的积极尝试
值得鼓励

全国技能大赛 吹响提升技能进军号

热点追评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悉，经
国务院批准，从2020年起，我国将每两年举
办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人社部印发《关
于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的通知》，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定
于2020年12月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

（7月6日《中国青年报》）

当各行业、各地区举办技能大赛已经成
了常态，在此基础上举办全国性的比赛，显然
将进一步推动学习钻研提升技能之风。

更高层次的“技能比赛”，有着更强的导
向性，不仅更有利于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
能、鼓励创造”的氛围，也将极大地调动劳动
者学习技能的积极性。

实际上，提升自己的技能水平，也正是劳动
者的追求。“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通过技能
学习培训，掌握一技之长，不仅是就业创业之本，
也是谋生之本。目前，许多劳动者受制于文化程

度，从事岗位大多技术含量不高，收入普遍较低。
提升技能，无疑是员工增加收入、实现自我价值
的必由途径，也是发挥更大社会作用的需要。

另一方面，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始终与工
人的技术水平同步。尤其是现在随着现代企
业科技水平的提升，技能人才更是关键的人
力资源的支撑。而熟练技术工人的紧缺，已经
成为制约不少企业转型升级的瓶颈。显然，把
更多的劳动者培训成为“技术能手”，已事关
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在此背景下，这场上升到国家级别的技能
比赛，将促使更多技术能手脱颖而出，为企业乃
至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技能型人才，吹响
了新时代提升技能的进军号。 钱夙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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