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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事做起
为高考“保驾护航”

又是一年高考时。今年
是实施新冠疫情“乙类乙管”
后的首次高考，全国考生报
名人数 1291 万人，再创历史
新高。在千万考生迎来人生
大考之际，各地也纷纷采取
措施，制定应对突发情况工
作预案，做好考场布置、医疗
卫生、交通运输等保障工作。
与此同时，身为普通人的一
员，我们也应尽自己微薄之
力，为考生们顺利考试铺垫
基础。

千万考生的背后，乃是
千万个家庭，而每一个家庭
的成员，又与其他社会成员
有着密切联系，几乎每一个
人都有认识的考生。

所以说，高考并非千万
考生的事，也与每一个人息
息相关，这正是中国熟人社
会的特征之一。在高考这种

社会大事面前，14 亿人大都
会感同身受，能够体谅考生
的不易，愿意短暂牺牲一些
自己的权益，认真对待和接
受护考政策，营造良好有序
的考试环境。

在高考来临之际，普通
人可以从身边的点滴做起，
为千万考生做些力所能及
的小事。考生最需要的就是
安静环境，让其能够安心复
习备考、身心放松、保持良
好睡眠，那么我们就应尽量
减少噪音干扰，诸如开车不
鸣笛、不在社区内吵闹、广
场舞暂时停止、限时装修施
工等。

这些力所能及的小事，
能否自觉贯彻落实，也体现
出社会大众的品质。从历年
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人都能
够主动配合，理解和支持，毕

竟自己所做出的一些牺牲，
只是给生活带来短时不便，
并不会影响长远，还能得到
大家的肯定。

每一年高考来临之际，
各地政府部门、物业、媒体等
都会提醒大众，要自觉遵守
高考期间的临时管理秩序，
杜绝噪音干扰等。经过这些
年的现实教育，社会大众已
普遍知晓相关规则，并养成
了良好习惯，整个社会呈现
出文明有序的样子。其实，这
也是一个好的开端，如果大
家都能意识到，安静环境、畅
通交通不仅利于高考，也对
日常生活有益，那么就能有
越来越多的人，会自觉克制
行为举止，减少噪音、不乱停
放等，让社会环境变得更好、
更宜居。

江德斌

不吐不快

高考是一场事关孩子命
运的考试，在这种关键节点，
为人父母者当然不能缺席。
在这样的心理下，家长送考
成了考场外的一道独特风景
线。不仅如此，一些家长还对
如何送考有些特别的讲究，
比如送考的妈妈要穿旗袍
（旗开得胜），送考的爸爸要
穿马甲（马到成功）；第一天
得穿红色（开门红），下午穿
绿色（一路绿灯），第二天穿
灰色和黄色（走向辉煌）……

在“ 全 民 送 考 ”大 氛 围
下，这位杭州爸爸不送考似
乎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其
实不然。他之所以做出这个

“不近人情”的决定，大抵是
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三
年的全心陪伴，问心无愧；二
则是考点就在儿子学校，送
不送考意义不大。

以笔者之见，此举还彰
显了这位爸爸对考试心理颇

有研究。每临大考有静气，临
场发挥最忌讳心浮气躁。对
于这个道理，很多家长都明
白，但往往关心则乱，做起来
却是另一码事了。为孩子做
好后勤保障，尽可能让孩子
吃好休息好，当然是应有之
义，但其他“额外”的关照应
该尽可能减少。简而言之，如
果孩子心理处于正常范围内
波动，这个时候父母最需要
的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打扰。

“就让他当作是正常去上学
了”，爸爸这句平常至极的话
语，道出了陪伴的真谛，值得
其他家长好好品味。

当然，为这位爸爸不送
考点赞，并不是要求其他家
长也要依样画葫芦。

要不要送考，家长们可
以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做决
定。如果考点离家有点距离，
孩子本身也不反感的，完全
可以陪伴孩子走过高中最后

的历程。反之，如果走几步路
就可以到考场，孩子也不喜
欢家长陪考的，那就不妨学
学报道中的这位爸爸，彻底
放一回手。

面临大考，考生需要照
顾，尤其是精神方面的陪伴
引导。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
不少家长的陪伴却仅仅只是

“陪伴”而已，并没有起到任
何精神激励的作用。相反，有
不少家长比孩子还要紧张，
甚至在穿什么等无关痛痒的
细节问题上瞎折腾，比如强
调穿寓意紫腚赢（指定赢）的
紫内裤等。送考可以有讲究
但切莫“作怪”，一旦把焦虑
传递给孩子，那就成了“猪队
友的神助攻”。

所以，陪伴孩子功在平
时，绝不只是踏上考场的“关
键”时刻，用心用情做好平常
的点点滴滴，才是陪伴正道。

胡欣红

不必纠结于
要不要送考

记者6月 5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
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教学
改革深化行动方案》，要求加强科学类
学科教学，指导地方开齐开足科学课
程，通过多种方式补充配齐科学课教
师，将学校实验课开设情况纳入教学视
导和日常督导，将实验操作纳入中考，
遴选一批科技馆、博物馆、研学基地、高
科技企业等，作为中小学科学教育实践
基地，组织学生在实践探究中学习。

(本报今日A03版)

科学是对真相与真理的追求，重视
科学教育，让孩子们对科学感兴趣，既是
在培养潜在的科研人才，也是在进行通
识教育及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正
因如此，早在 2017 年，自然科学课就走
入了青少年课堂，成为必修课。

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就有媒体报
道，自然科学课在不少学校沦为了“上之
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校内科学课
形如鸡肋，校外科学教育又面临套路化，
科学教育没能发挥出应有作用，也没能
真正走入青少年课堂。自然科学课成了

“鸡肋课”，科学教育长期处于“配角”，
没能受到应有重视，仍是学校教育的短
板，这导致中小学生科学素养差、对科学
的兴趣不足。

科学课“可上可不上”，必修课甚至
成了“不修课”，比如科学课可能被语数
外等主课随意挤占。另外，像师资匮乏、
课程标准陈旧、教材缺少顶层设计、专
业化社会力量支撑不足、教育方式缺乏
与学生的互动等，都影响了科学教育的
开展。

此次教育部发文，要求加强科学类
学科教学，就是有的放矢。科学教育是必
修课，不能“可有可无”，不能沦为了“鸡
肋教育”。要求“指导地方开齐开足科学
课程，通过多种方式补充配齐科学课教
师，将学校实验课开设情况纳入教学视
导和日常督导，将实验操作纳入中考
……”这些要求对应的正是目前学校科
学教育存在的短板，能够让科学教育变
得更科学，也能促进科学教育更好落地。

重视科学教师队伍建设，加大科学
教育设备投入，还有必要像重视体育教
育一样，将体育成绩纳入针对学生、教
师、学校的考核项目，把科学课当成主课
来上，提高科学课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
性。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科学教育也要重视科学实践，所以，

“将学校实验课开设情况纳入教学视导
和日常督导，将实验操作纳入中考”，才
能更有利于培养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及
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对校外科学教育
面临套路化等问题，也要加强对校外培
训机构的监管力度，促进校外培训机构
规范发展等。

科学教育进青少年课堂，不能成了
“形象工程”“僵尸工程”。要重视科学教
育，多措并举，形成各方合力，把科学课
抬到基础教育课堂的“主角”位置，补上
科学教育缺失的短板，让学校科学教育
真正“活”起来、“科学”起来，让科学教
育真正具备培养学生科学素养、促进人
的科学化的积极作用。 戴先任

让学校的科学教育
“活”起来“科学”起来

距离高考还有几天，有高考生的家庭，这时候都在陪伴孩子，经历最后的冲
刺时刻。一位杭州爸爸和班里另外两户人家一起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每户派一
位家长轮流照顾两周。这三年，做生意的他推掉了很多应酬，全心陪伴儿子。不过
他表示高考那天不会去送考。

（6月4日《都市快报》）

心怀梦想的高三学子们即将奔赴考场，我们在为高考考生加油的同时，更要
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近日，我市多部门开展“绿色护考”联合监督检查，
助力全市莘莘学子考出好成绩。

（本报今日A04版）

今日金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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