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 杨

2008年，我省初中毕业生全部是课改毕业生。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化

和推进，必然要求新的普通高中课程体系与之相衔接。目前，郑州市的普通

高中新课改工作已全面展开，本报特别推出《关注高中新课改》系列报道，和

您一起关注这一素质教育新举措。

关注高中新课改系列报道之一：

近日，郑州市即将担任高一

课程的 2000 多名教师结束了新

课改的全面培训和考核。从今

年秋季起，河南省普通高中起始

年级将全部进入新课程实验。

新课改究竟为何而改？如何去

改？新课改究竟“新”在何处？

这些都成为了学生和家长们关

心的话题。

教育时讯

热点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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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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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高校缘何
青睐郑州一中

本报记者 李 杨

8月5日，中原区华山路小学积极响应市教
育局的号召，开展“人人捐赠一本好书，与灾区
学生共阅读”活动。短短30分钟，学生就捐出图
书600余册。 范军伟 摄

“7 月 25 日早上 5 点 30 分，我怀着
激动的心情来到省艺术中心观看奥运
火炬传递。传递和平、友谊与进步，承
载着中华民族百年奥运梦想的火炬今
天终于来到了郑州。和平鸽在空中放
飞，人们挥舞着手中的旗帜，喊着‘中
国加油，奥运加油’，这里变成了一片
欢腾的海洋……”亲临火炬传递现场
之后，郑州日报小记者汪培豪发来了
一篇精彩的报道。

你也想穿梭在大街小巷采访新闻
事件吗？你也想培养孩子的写作水
平，让孩子的作品在党报上发表吗？
快报名参加我们的郑州日报校园记者
站吧！

郑州日报校园记者站于2004年成

立，几年来组织了大大小小900多次采
访活动，并利用郑州日报和网站为校
园记者发稿15000多篇。双休日，校园
记者们会佩戴着郑州日报校园记者采
访证，采访郑州市 110 指挥中心，参观
河南博物院，到二七纪念堂采风，采访
省市领导、商界精英……四年来，郑州
日报6290名校园记者的足迹遍布郑州
市的各个角落，成为郑州市教育界、新
闻界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社会实践能
力，给更多的孩子提供锻炼和拓展自
我的机会，郑州日报校园记者站 2008
年再次扩充，招收郑州市区小学三年
级以上品学兼优的学生。凡报名参加
郑州日报校园记者站的同学将由郑州

日报颁发小记者采访证，并获赠全年
的《郑州日报·小记者》专刊，暑假期间
由郑州日报编辑或记者进行新闻采访
培训（正在进行），优先享有在《郑州日
报》、《郑州日报·小记者》专刊、郑州日
报校园记者网上发表作品的权利，优
先参加郑州日报组织的各类征文、比
赛、采访活动。

郑州日报校园记者站欢迎你的加
入！ 8 月 12 日截止报名，欲报从速。
目前报名还可获赠黄河谷马拉湾海浪
浴场儿童票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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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截至7月28日，郑州一中学生被清
华大学录取 13人，北京大学录取 7人（转香港大
学 1 人），浙江大学录取 21 人，上海交大录取 14
人，复旦大学录取 6人，中科大录取 8人，南京大
学录取 6 人。郑州一中的被录人数几乎占到了
以上这7所学校河南招生计划之和的1／4。

据介绍，清华、北大等 7所学校近年在郑州
一中都进行了多次宣传：举办讲座、群体谈话、
个别访问等，2006、2007、2008三年里，郑州一中
每年都有近 200 名学生获得重点大学的自主生
资格。

一些高校甚至对高考中未达到自主投档线
的一中学生不惜增拨计划，降分录取。目前，郑
州一中成了最受著名高校青睐的学校之一。香
港科大、中大、城大近几年也频频邀请郑州一中
参观、考察，并在郑州一中设立招生说明会。

这些高校为什么如此青睐郑州一中？高校
招生人员的话最有说服力，在他们看来，郑州一
中学生有很强的自主精神，进入大学后能很快
适应大学生活。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我们培养的学
生究竟是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考试而学习，还
是为今后学习乃至终生发展进行能力准备？

也许这个问题谁都会回答，但有多少学校
能够做到呢？在不少学校，为了学校的升学率，
为了校长的政绩，学生被培养成学习的机器，除
了学习，除了死读书，什么也不会。而郑州一中
的教育理念竟是最大限度“增加学生自由度”，
让学生自己选课，想听哪个学科的课就进哪个
课堂。古诗文诵读、读书征文、演讲、辩论等各
种比赛，艺术节、戏剧节、科技节等各类大型活
动在一中是经常性的事情，“心泉”文学社、“心
韵”诗社、“心绘”画社、“心声”剧社、“心弈”棋
社、“心弦”乐队等学生社团在一中遍地开花。
这哪是有着升学压力的高中，这与倡导学生自
主发展的大学有何区别？郑州一中近年来的高
考成绩证明，素质教育与升学率并不矛盾，素质
教育的花开好了，也能结出“应试”之果。

今秋，我省高中开始进行新课改。但愿新
课改的春风能打开更多学校的素质教育之门，
让越来越多的河南考生成为知名高校的“香饽
饽”。

南下客

教子有方

如何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每个家长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胆

怯，缺乏自信心，事事依赖别人。但独
立性不是天生的，如何让孩子具备独立
思考、判断、解决问题的能力呢？记者
采访了在培养孩子独立性方面颇具经
验的郑州市回民一小葛琦老师。

问：在日常行为中，怎样才能让孩
子不依赖于人，启发他们自己动手、自
己思考？

答：我觉得，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前提是给孩子更多的自由。事事都是
爸爸妈妈说了算，就会挫伤孩子的积极
性、主动性。其实，家长可以放手让孩
子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是孩子成长
的必经之路。另外，家长的言传身教也
非常重要，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孩子模
仿和学习的榜样。

问：在实际生活中，可以从哪些方
面为孩子提供独立活动的机会和条件？

答：培养孩子的独立性，要根据孩
子的年龄特点，从生活点滴入手。比
如，幼儿时期，让他学习自己吃饭、穿衣
等；稍大点，可以尝试让孩子自我管

理，譬如把压岁钱交给孩子，并教孩子
如何支配，就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孩子的
理财能力。

问：在培养孩子独立性方面，您觉
得最为关键的是什么呢？

答：我觉得，适当地肯定和赞赏在
鼓励孩子独立上非常关键。当孩子完
成一项工作后，父母的肯定，会让他们
感到满足和快乐，这在无形中增强了孩
子的自信心。其次，尊重孩子的好奇
心，也是很有必要的。家长千万不要因
为孩子提的问题过于幼稚而加以嘲笑，
以免伤害孩子的自尊心。

问：独立性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让孩
子逐渐融入社会。在这方面，您有哪些
经验和建议？

答：我常鼓励女儿参加夏令营之类
的活动，创造机会让孩子与人交往。在
孩子接触新事物、结交新朋友时，多给
她一些支持和鼓励，就能让孩子乐于融
入社会，在处理各种问题的同时磨炼自
己。

本报记者 李 杨

教师博客

“春天没有花，人间没有爱，那还成什
么世界？”我非常欣赏郭沫若先生说的这句
话。

清楚地记得，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工作，那里的教学条
件很差，设施简陋，生活条件也极为艰苦，
一开始我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岗位。但是不
久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却改变了我一生的
态度。

还记得那个夜晚，我接到大学同学的
电话后，情绪低落，同窗好友都鼓足勇气去
大城市闯荡了，而自己却选择了做一名偏
远山村的中学教师。想到这里我不禁流泪
了。

“老师。”背后传来一个低柔的声音。
转身看到班上一名娇小的女孩怯生生地站
着。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没睡？”
“老师，我起来上厕所，看到您，我便过

来了，老师，你怎么了？”
“老师没事，你赶紧回去睡觉吧。”我不

知道她已看见我脸上的泪痕，仍佯装高兴
地劝她赶快去睡。可是她没有离去，仍旧

怔怔地站在那儿望着我说：“老师，同学们
都很喜欢你，你就像我们的大姐姐那样无
私地爱着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的成绩
有所进步，你就买糖给我们吃，比我们还
高兴。老师，我们都很喜欢你，不想让你
离去……”

我感动了，谁说孩子们单纯无知，谁说
他们不懂人情冷暖，一个 12岁的小女孩可
以洞悉一切，是她的言语给了我努力工作
下去的决心和信心！

后来他们给我的惊讶还有很多，在我
生日时，他们人人为我准备了一份精致的
小礼物为我庆祝；当我生气的时候，他们买
面包来哄我开心；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为
我买药 ……学生们的这份爱让我选择了
继续坚守教师这个岗位 。现在我总觉得，
最快乐、最享受的事情莫过于站在课堂上
面对几十双求知的眼睛。

虽然我已调离原来的学校，但不管我
在哪里工作，孩子们的爱都是源源不绝地
传来，爱的阳光让我永远充满力量！他们
的单纯、可爱，让我感悟一生。

新郑市实验中学 冯艳莉

爱的力量

寒门学子
喜获母校2万元资助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实习生 郑 心）“我再也
不用为今年的学费发愁了！”8月 5日，郑州市女子
高中为贫困生谌勤焕发放了20000元助学金，资助
其上大学。

来自河南南阳邓州市孟楼镇的谌勤焕，出生
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农
民，为了4个子女上学,他们也承受了超常的压力，
父亲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母亲患上了糖尿病，需
长期用药，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我比别人更
懂得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谌勤焕用实际行动表
达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在今年的高考中，她以理科
620 分的优异成绩被华中科技大学的经济学院经
济专业所录取。

录取通知书给谌家带来了喜悦，但当看到
4500 元学费，1200 元住宿费，1000 元书本等杂费
时，喜悦之情随之就消散了，6700元对于这样一个
家庭来说是个天文数字。当郑州女子高中得知谌
勤焕录取结果出来之后，针对她的家庭情况，经过
研究，学校决定资助 20000 元以帮她顺利进入大
学。

“我一定不会辜负母校对我的期望和关心，我
会用优异的成绩来回报社会，将来我有能力了，我
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谌
勤焕对将要开始的大学生活充满了期待和信心。

开心讲故事
快乐过暑假

本报记者 李 杨

8 月 6 日下午，在郑州市青少年宫南厅，一场
主题为“快乐过暑假，文明迎奥运”少儿故事大赛
决赛紧张进行。

此次大赛由郑州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携手
郑州市青少年宫联合举办，共有400多名选手报名
参加，经历了为期两天的海选，70 名选手进入复
赛，经过激烈地角逐，最终有 35 名小选手进入决
赛。

“我叫王帅祺，我要讲的故事叫《小青蛙缝嘴
巴》。”一个五岁半的小男孩兴奋地对记者说，没有
丝毫的紧张。曾经在全国故事大王选拔赛中有出
色表现的靳婉莹也来了，带来了自己精心准备的
故事《祖国在我心中》。“参加这些活动对孩子非常
有益，无论是对孩子性格的培养，还是对孩子交流
能力等方面都有帮助。”看到小婉莹的成长和进
步，妈妈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三只小猪》、《我的奥运五彩梦》、《五福娃》、
《狐狸和花公鸡》……一个个生动的故事陆续登
场，孩子们的表演精彩又不失风趣，比赛现场被欢
笑和热烈的掌声所包围。

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旨在丰富广大少年
儿童的暑期文化生活，展示当代少年儿童的精神
风貌。讲故事这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娱乐形式，
为他们提供了展示语言才艺的机会和舞台，引领
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近日，金海小太阳多元智能幼儿园举行了
一场生动的火炬传递活动。据幼儿园负责人介
绍，本次活动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宣传奥运，另
一方面是为了增进孩子与家长的关系。

张 震 摄

8月 1日，我们郑州日报少年军事
暑期夏令营的学员们一起来到了黄河
谷马拉湾。马拉湾的宣传语是“你玩
水？水玩你”！当我们看到这句广告
时，禁不住都笑了。大家都想看看今
天到底是如何被水“玩”的。说笑着，
大家一起走进了令人万分向往的马拉
湾。

刚进门，几柱喷泉就从广场中央
冒了出来，最高的那柱直射向天空。
大家一看可来劲了，就像离了弦的箭，

“嗖”就冲了上去。一场激烈的“人水
大战”就这样展开了。

我们有的用脚踩水柱，有的从水
柱中间穿过。可水柱也不甘示弱，还
是一个劲地往外冒。当大家都累得上
气不接下气时，教官来了：“大家别玩
得太累了，下面还有更好玩的呢！”听

了教官的话，大家头也不回蹦着跳着
跟教官走了。

教官带着我们一行人来到了“漂
漂河”。大家纷纷跳下了水，套上了游
泳圈。有的趴在泳圈上，有的躺在泳
圈上，还有的同学坐进了泳圈里。活
像一群大螃蟹在水中横冲直撞。

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漂漂河”
时，广播响了起来：“‘大海啸’将在2分
钟后开始，请大家穿好救生衣，做好冲
浪的准备……”

“大螃蟹”们个个都提起了精神。
“大海啸”可是马拉湾的“招牌菜”。还
没等广播停下，我们大家就在教官的
引导下穿好了救生衣，手拉着手在水
里站成了一排，样子就像一条蛟龙。
随着阵阵欢呼、尖叫声，远处的几个人
被大浪顶了起来，加上救生衣的颜色，

大浪变得火红火红的，非常美丽。“‘大
海啸’来啦，同学们准备好啦！”教官大
声喊道。随着“轰”的一声响，我们这
条水上蛟龙舞动了起来。那场面相当
壮观！“海啸”过后，再看我们这群“大
螃蟹”，坐的坐，躺的躺，没有了刚才

“漂漂河”里的那份悠闲自在。“哈哈，
原来这就是‘水玩你’啊！”大家相互看
着、指着，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就是黄河谷马拉湾，一个让你
尽情玩水的美丽港湾，一个让你流连
忘返的天然浴场。 张 璨

小记者活动

图片新闻

你玩水？水玩你！

“八一”建军节当天，空军英雄李剑英母校
金水区龙子湖一小的师生来到烈士家，给英雄
家属送上了鲜花等慰问品。

记者 覃岩峰 通讯员 马志华 文 丁友明 图

新新新课改课改课改 新新新变化变化变化

新课改背景透视
新课改，全称是“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目

的是要构建起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
系。我省2001年开始启动义务教育新课程改革工作，
到 2005年全省义务教育阶段起始年级已全部进入新
课程。“今年我省初中毕业生将全部是课改毕业生，如
果今年普通高中不使用新课程，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将
难以继续推进。”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吴长运如
是说。

当今时代，科技迅猛发展，为培养适应社会急剧
变化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对普通高中
的课程设置进行改革和调整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
共同课题。新一轮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就是在这样的
背景下展开的。据了解，高中新课程实验于2004年启
动，目前，全国已有15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新课程实
验省份，约占全国总量的50％。今年和我省一起进行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还有山西、江西、新疆等。

新课改究竟改了什么？
目前，高中新课本已经亮相，课本为人民教育出

版社编著，增添了不少插图。据介绍，新课本知识分
了类，内容也没有以前那么深，但涉及的知识面更广，
许多东西都需要学生自己去研究。

新课改单单就是要改换教材吗？面对众多学生
和家长的疑问，郑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做出了回
答。“新课改不仅是改换教材，还在课程目标、结构、内
容、实施、评价等各方面都有突出改变。”

高中新课改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自主选课”，
并实行学分制。学生除了要学习必修课程外，还可以
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不同课程。“没想到能和大学生
一样，我想学什么就可以自己选了。”一位即将进入高
一的新生兴奋地说。

据介绍，新课程中除了保留原有的语、数、外等基
础科目外，还增加了技术、艺术、综合实践活动。其中
通用技术开设有汽车驾驶与保养、简易机器人操作、
家政与生活技术、服装设计等，新增的艺术课也不仅
是美术和音乐，书法、篆刻、摄影、电脑绘画、陶艺等也
被列入选修课程，学生在新鲜体验和美的享受中即可

轻松拿到学分。

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
把社区实践和服务纳入必修学分，把换灯泡、修

家电、种植物等搬上课堂，用成长记录手册取代成绩
单……这些无疑是为学生的全面和个性发展提供了
更广阔的空间。郑州市 101 中学教务处主任余晓光
说，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强调以人为本，强调高中生
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的统一与融合，将基础能力和自
我潜能的开发并重，与原有的课程相比，更具科学性、
自主性和创造性。

“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是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
观在教育发展中的体现，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
然要求，也是一种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重大转
变。”省教育厅厅长蒋笃运解释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
化程度越来越高，普通高中教育必须加快发展步伐，
尤其是在课程设置上要充分体现时代性、选择性和多
样性，满足每个高中学生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的需
要，寻求人人发展、人人成功的教育，建设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