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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金评不吐不快

今日金评百姓话语

又到期末考试季，一些微信
群中流传着一种号称可在短时
间内提升学习成绩的“聪明药”。
有服药者“现身说法”表示，“聪
明药”不仅效果好，而且“没有成
瘾性”。能让人在短期内变“聪
明”，这使一些习惯考前“临阵磨
枪”的学生看到了希望。相比于
天天挑灯夜读，吃一两颗“聪明
药”要轻松、容易得多。（1 月 13
日《科技日报》）

据专家介绍，“聪明药”并非
是一种药，而是包括利他林、专
注达、择思达、阿得拉、莫达非尼
等在内的一类精神类药物，有些
尚未在我国获得批准上市。我国
对精神药品实行严格的分类管
制，即俗称的“红处方”，国家对
这类药品管理非常严格，大家比
较熟悉的吗啡等止痛药都被列
入其中，就连医生都不能随便开
这类药。

近年来，“聪明药”流行于中
小学乃至大学校园。有些家长轻
信“聪明药”之所谓神奇效果，带
着孩子去医院，恳求医生为其开

“聪明药”，可事实证明，不规范
使用该药不仅不会使人变聪明，
还容易产生不良反应，或可能造
成药物依赖。

客观讲，面对学业压力，听
说有提高学习成绩的“聪明药”，
这种诱惑实在太大。而个别不法
商贩正是看到了这巨大“商机”，
利用种种手段使“聪明药”游离
于监管之外。尤其是电商平台，
不少人为了逃避监管，办法用
尽，如将药物隐藏在一些看似无

关的商品后面，这使近年来“聪
明药”越来越多地被普通人用于
非临床治疗。

对此，相关部门应加大监管
力度，以降低滥用处方药现象。
而“望子成龙”的家长千万别被

“聪明药”迷惑了双眼。想借“聪
明药”提高成绩，无疑是“病”急
乱投医。何况，孩子出现一些状
况并非都是病。家长应首先树立
正确的应考观，用正确的方法帮
助孩子调整心态，减轻压力，缓

解焦虑，这才是面对考试的应有
之举。

通往成功的道路上肯定充
满挑战，要想取得好成绩，唯有
刻苦用功才能如愿。世上本就没
有什么“聪明药”，无论是提高工
作效率还是提高学习成绩，终归
要靠勤奋努力和科学有效的方
法。可见，指望“聪明药”变聪明
实在“不聪明”，如果仅迷恋于

“聪明药”而不是扎实用功，必将
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刘天放

近日，多地中小学的期末考
试刚刚结束，著名作家鲍尔吉·原
野收到了一则微博喊话：“爷爷，
北京东城区期末阅读题，海兰花
妹妹心里想的是什么啊？”

原来，作家鲍尔吉·原野的少
年小说《乌兰牧骑的孩子》节选内
容进入了2022年1月北京东城区
初三语文期末考试阅读题，其中
有一题要求补写出文中海兰花的
内心活动，该区的许多学生表示
题目太难，纷纷去作家的微博留
言求助。

学生被阅读理解考倒，并非
什么新鲜事儿。

2017年浙江省高考语文试卷
上一条“诡异”的鱼，就难倒了29
万考生。阅读理解选择了巩高峰
所写的《一种美味》，讲述了一个
农村家庭吃鱼的经历，文章的末
尾写道“现在，它早死了，只是眼
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命题
者要求对文章结尾进行“赏析”，
让不少考生都懵了。考试结束后，
网友们纷纷喊话作者，询问到底
什么是“诡异的光”。更“诡异”的
是，作者表示“我本来是搞笑的，
谁知道有这么一出啊。”

海兰花妹妹心里想什么，当
然与“诡异的光”的情况有所不
同。据悉，作为阅读题的小说内容
由于试卷的篇幅设置，与原著相
比删减许多，因此也造成了学生
在理解上和答题上的困难，使得
不少学生认为故事中的两条鱼死
了存在着诸多暗示。对此，作家鲍
尔吉·原野建议学生们可以通过
阅读整本书来丰富对人物和故事
情节的理解。

事情基本明了，但学生为何
想多了却耐人寻味。阅读理解做
多了看什么都觉得应该有诸多暗
示，网友不无戏谑的感慨道出了
一个不容回避的真问题——阅读
理解究竟考什么？该如何出题？

顾名思义，阅读理解当然应
该以考察学生的阅读能力为核
心。但问题是，现在很多阅读题经
常莫名其妙地给考生“挖坑”，甚
至连原作者本人也常常被打败，
令人啼笑皆非。几年前，媒体报道
一位作者的文章被选用为阅读理
解材料，自己做题后尴尬地发现，
12分最多拿6分。作者还发现，有
助于考生作答的文段被肆意删
去，他由此不禁发问：“挖了那么

多‘坑’的考题究竟能不能很好地
测出学生的阅读能力？”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
雷特。对于文章有不同的看法，本
是正常现象，出题者“挖掘”出原作
者所没想到过的东西，也无可厚
非。之所以出现作者做不好自己作
品的阅读理解题的荒诞现象，关键
就在于试题存在“标准答案”。本可
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所谓的标
准答案面前却只能削足适履。

只要有考试，当然就要有相
应的评判标准，但如何设置阅读
理解的“标准答案”，却大有文章
可做。如果对文章的理解是因人
而异的，那么阅读理解考题的答
案设置就应该是开放的而非封闭
的。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的考察，
重点应该放在解读是否言之成理
和有独到见解等方面，而不是与
出题者所认为的“标准答案”有多
少契合。

初中生喊话作家期末阅读题
太难，不能只当做笑谈。毫不夸张
地说，阅读理解题如果还是固执
地保持着非此即彼的答案设定，
学生喊话作者、原作者被打败之
类的事情就难以避免。 胡欣红

学生因阅读理解求助作家 不能只当笑谈

坦承真实就业率
不漂亮但不丢人

近期，各大高校陆续公布了2021届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其中，华中
师范大学公布的毕业生就业率引发热议
——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未就业率分
别为26.22%、15.19%、13.95%，2021届
毕业生未就业人数总体占比20.95%。

（1月13日《澎湃新闻》）

纵观近些年来各大高校公布的毕业
生就业率数据，可以说相当漂亮，基本
上没有低于90%的。

华中师范大学作为国内知名师范类
院校，是教育部五所直属师范大学之
一，是“211”高校、国家“双一流”世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这一次公布的就业率
数据可谓是相当的不好看：2021 届应届
毕业生就业率不到 80%，未就业率超过
20%，其中，普通师范生未就业率更是高
达 33.23%，意味着三分之一的普通师范
生没有顺利就业。可以说，比起很多普
通高校发布的就业率数据，华中师范大
学的这份就业率数据还要难看。

在“大学生最难就业季”的大背景
下，比起很多高校制造虚假的就业率、
公布注水的就业率数据做法而言，华中
师范大学坦诚真实的就业率，虽然这份
真实的就业率数据不是很漂亮，但这不
但不丢人，相反这份勇气难能可贵，值
得点赞。因为这份不漂亮的就业率数
据，直接让人们看到了真实的大学生就
业率数据，也让社会认清了眼下非常严
峻的大学生就业现状。要知道，按照政
策，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与专业设置、
招生计划、经费等挂钩，高校能够坦诚
面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发布真实的不漂
亮的毕业生就业率很不容易，是需要很
大的勇气。

事实上，大学坦诚真实的公布毕业
生就业率，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既是
对毕业生负责任，也是对国家和社会负
责任。真实准确的就业率，是就业的“晴
雨表”，是民生的“晴雨表”，也是生计和
尊严的“晴雨表”。这决定了高校只有发
布真实准确的就业率，才能为政府制定
大学生就业政策提供科学依据，高校如
在就业率中注水，制造虚假的就业形
势，会误导政府决策，可能制定出不符
合实际状况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反而更
加不利于大学生就业，加剧大学生就业
难。换句话说，华中师范大学发布不漂
亮的真实就业率数据，可以为大学生就
业政策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从而出台更
精准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在客观上有利
于大学生就业。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的现实
面前，我们期待、乐见更多的高校像华
中师范大学一样，坦诚公布不漂亮的真
实的毕业生就业率，同时要强化监管，
对虚假的大学生就业率继续挤水分，真
正为大学生就业政策决策提供科学依
据。 何勇

指望“聪明药”变聪明
实在“不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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