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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高 考

家 长 课 堂

我熟悉的人很多，有亲爱的爸爸
妈妈，敬爱的老师，整天腻在一起的
同学等等，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我那个
有趣而调皮的哥哥。哥哥给人的印
象是有礼貌、学习好，而我今天要爆
料他的另一面。

你瞧！我的哥哥身体很壮，得益
于他练了五年的跆拳道。他笑起来那
才叫一个有趣，肚子上的五花肉叠成三
层，大圆盘一样的脸颊上嵌着一双像月
牙一样的小眼睛。

记得前几天，我心情不好，趴在阳
台上闷闷不乐。哥哥瞅见了，发出低
沉的声音：“你有娃哈哈矿泉水吗！”
这破天荒的冷笑话，逗得我一下子就
笑了。还有一次，我哥吃完玉米，突
发奇想，想试试马桶的威力有多大。
他悄悄地把玉米芯扔进马桶，迅速按
下冲水按钮。这一下操作把马桶堵
住了。哎呀！我这调皮的哥哥，这事
可闹大了，后来害得我们喜提一个新
马桶。

虽然哥哥很调皮，但给我们一家
带来了欢笑。

朔城区四中三（8）班 温进圆
（本报小记者）

调皮的哥哥

“神农尝百草”这个脍炙人口的故
事人们都已经耳熟能详。传说，神农为
了让百姓过上天天都能吃饱的生活，他
尝遍百草，发现了五谷杂粮，为后世人
们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
础。

今天，我们就来到大名鼎鼎的河南
神农山，去游览这里的秀美风光。进入
神农山景区，坐着摆渡车来到神农广
场，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的神农雕
像，他坐在一个方形铁块上，双手托着
一堆稻谷，二目如电、神情刚毅、端端正
正，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

坐着观光车一路向北行驶，来到

玻璃吊桥下，就开始向山上爬去，真
是令人精疲力竭。一边走着，一边欣
赏山中美景。树木参天，绿荫重叠，
鸟鸣鸟叫之声不绝于耳，真是一种独
特的享受。爬着爬着，忽然身后传来
哗啦一声响，回头一看，一大堆绿叶落
在地上，一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蹲坐在
树上，一双黑宝石般的眼睛好奇地盯
着我们，一双手一会儿抓抓耳朵，一会
儿抹一抹脸，原来是一只可爱的小猴
子。我将背包里的香蕉给它吃，它腾
空一跃，灵巧地接住香蕉津津有味地
吃了起来，别提多有趣了。我们顺着
山路一路前行，山上的猴子出奇得

多，它们在我们头上的树杈之间灵巧
地蹦来蹦去，时不时还会接着游客丢
来的食物。

到了一线天，正好是缆车乘车点，
我们坐上缆车，欣赏着山中的美景。
看，有的山平整宽大，有的山像一根细
木棒一般耸立，还有的山奇形怪状，好
个巍峨耸立的山谷。

坐了二十分钟左右的缆车，我们就
到了神农山山顶，从这里向下望，只
见云雾缭绕，山峦起伏，奇峰怪石层出
不穷，绿荫重叠，古木参天，好似仙境
一般。

最后我们坐着缆车下了山，顺着山
路回到停车场，这激动人心的旅程在我
的恋恋不舍中结束了。

朔城区二小五（9）班 张功（本报小
记者）

游河南神农山
时光似箭，日月

如梭，一年一度的“五
一”劳动节迈着欢快
的步伐，又一次光临
了这里。五天的节假
日是旅游的好机会，
不仅时间充足，而且
正好在春暖花开的初
春时节。

班里好些同学都
要去旅游，有去西安
的、有去洛阳的，还有
去平遥和太原的，看
着大家兴高采烈的样
子，我却怎么也高兴
不起来。因为爸爸
在工作，其他人都不
会开车，所以我只能
眼巴巴地盼望着爸爸放假。

本以为我这个假期就要无聊、枯
燥地流逝，但爸爸妈妈却早已有所准
备，趁着闲暇的半天时光带我去应县
的小石口水库游玩。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带上一些
食品出发了，开车一个半小时到达应
县，再从应县出发，顺着导航提供的游
览路线行驶，一路上风景如画，左边是
片片农田，右边是座座高山，走了大约
二十分钟，我们就挺进了大山，顺着
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奔驰，只见路
两旁的高山突兀森郁，犹如从中劈
开两半，颇有些太行山风景的样子。

到达目的地，风景更加美丽了，在
群山环绕间，一个碧绿的湖坐落在那
里，山羊在湖边饮水，它们的毛白如秋
云，绵如绒絮。我们就在这青山绿水
间尽情地打闹、嬉笑。在湖边抓蝌
蚪、在土坡上挖苦菜、在草地上捡石
子……到了中午，很多人搭起一顶顶
帐篷，将肉串放在烧烤架上烘烤，然后
美美地吃起来。炊烟袅袅，升腾在蓝
天白云间，欢声笑语，回荡在碧水青山
上。吃完饭，我们带着欢乐的心情在
汽车扬起的尾尘里，依依不舍离去。

朔城区二小五（9）班 吴思辰（本
报小记者）

应
县
小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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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2日上午，我们《朔州日报》小
记者跟着老师们来到晋商银行万和城
分行，参加我是“小小银行家”社会实践
活动。在这里，我们与银行来了一场零
距离的亲密接触。

活动开始，工作人员给我们讲了银
行的发展史。最让我听得入迷的是货
币的发展史了，最早古人是以物换物的
方式进行交易，之后便有了货币贝壳，
贝壳便于携带且易于保存还比较稀有，
但后来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铸造了
铜钱作为货币，中国古代长期以铜钱作
为主流货币，可是由于铜钱不便于携带
也没有办法满足商业贸易的发展，于是
在宋代时出现了最早的纸币交子。从
1948年我国第一套人民币发行，到现在
已发行了五套人民币。然后就是现在

的手机支付等电子货币，电子货币的出
现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便捷。

之后我们学习了抓钱和数钱的方
法，我们用练功钞进行了点钞比赛，不
过我们的点钞技术还有待提高，需要多
多练习。我们还知道了怎样识别真假
人民币，之前我还不知道会有人花假
钱。银行的工作人员还给我们介绍了人
工智能，机器代替了人可以更高效的工
作。我还学习到了一些理财的小知识。
最后的有奖知识问答环节，我们踊跃举
手，大家都踮起脚尖把手举得高高的，生
怕老师看不到，真是太激烈了！

此次活动太有意思了，听老师说以
后还会有去中国第一家票号——平遥
日升昌票号的活动，我可太期待了。
市四小一（8）班 陈思源（本报小记者）

我是“小小银行家”

今天我和《朔州日报》小记者、老师
们一起来到晋商银行参观，我既好奇又
期待，迫不及待地想要进去一探究竟。

走进银行，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了
货币的发展史。刚开始人们都是以物
换物，后来用贝壳来进行交易，但是贝
壳容易碎，才换成了金银铜钱，但是金
银铜钱在路上的时候容易被抢走，还不
方便携带，于是人们就创建了银行。你
去银行存钱的时候，银行会给你开一张
专用汇票，上面有一个特殊的图案，还
会盖上章。这样无论你去到哪里，只要
附近有银行，拿着汇票就可以兑换相应
金额的货币。

之后，我们学习如何辨认假钞。
一是放在灯光下照不同的面值会有不
同的图案，但是假钞大部分都是印上去
或画上去的。二是揪钱上的纤维会不
会破损，破损了就是假钞。这真的是让
我大开眼界，我要好好学习，掌握更多
的知识，但不能效仿那些高智商犯罪的

人，害人害己。
我们还知道了银行里的取款机特

别坚固，打个比方，比如说一辆装甲车
撞到楼房可能会塌，但是撞到取款机会
毫发无损，因为它是有几百根钢筋围在
一起，而且有人想窃取里面的钱，只要
取款机感应到了就会立马报警，不得不
佩服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便利。

我们又学习了如何数钱能又快又
准确。正确的数钱方式是用食指和中
指夹住钱，然后再用另一个食指来拨，
最后用大拇指夹住。真的是看起来简
单，却不是很好操作。最后的点钞比
赛，我败下阵来，有一个同学十分厉害，
用了不到 30秒的时间就数完了 3000块
钱，实在是太厉害了，让我目瞪口呆。

见识了叔叔阿姨们叹为观止的手
速，我只能竖起大拇指，如果想达到他
们的水平，需要勤加练习，真的是术业
有专攻。为银行的叔叔阿姨们点赞。

市七小三（5）班 郝好（本报小记者）

银行的作用可真大

在家里，爸爸
妈妈都把我看作
掌上明珠，什么活
儿都不让干，衣来
伸手、饭来张口，
仿佛我还是幼儿
园的小娃娃，可没
想到，那一刻，我
感觉自己长大了。

那 是 去 年 五
月的一个星期六，
阳光刺眼，爸爸妈
妈上班去了，就我
一个人在家。我
的作业也早写完
了，闲得没事干，看
了一会儿电视，没
有好看的节目。干
点什么呢？无意间
发现屋子里凌乱不
堪。因为他们今天
工作忙没打扫。于
是我决定劳动一
下，打扫一下房间。

说干就干，先
拖拖地吧。我来
到卫生间，把拖布

放在桶里浸湿，原本清澈见底的水
马上变成了脏水，又换上一桶，提
起拖布，水“哗哗”地流着。

我拎着拖布来到客厅，“啪”的
一声，放到地上，没有规则地乱拖，
边拖边往前走。拖了一会儿，我回
头一看，哎呀，白色的瓷砖布满了
我的脚印。

我可真笨，可以倒着拖呀!这样
刚拖完的地就不会被踩脏了。我又
重新洗拖布，又拖一次，这次再看，
分外干净，看着明亮的地面，擦擦额
头的汗珠，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接着我把床上的被子叠成“豆
腐块”，把物品整理好，又把柜子擦
干净，阳台上的衣服收起来，学着
妈妈的样子把它们叠好。

这时我已经精疲力尽、腰酸背
痛、浑身是汗。我情不自禁地问自
己：妈妈每天也这样干，她不累
吗？爸爸妈妈每天不都是忙忙碌
碌地为我们做着这一切吗？每天
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我们，关心我们
胜过关心自己。

想到这，我心中既难过又自
责，这点儿累算什么，以后一有空
我就多干家务。那一刻，我感觉自
己长大了。

朔城区四中五（16）班 刘进昱
（本报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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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已至，父母有了更多与孩子相
处的时间。那么，父母该如何规划好与
孩子假期相处的时间，陪伴孩子度过一
个充实、有趣且难忘的暑假呢？在这
里，我给家长们提供一些建议。

一、从大自然汲取能量
如果问今年有哪些流行词，那“公

园20分钟效应”一定有一席之地。这一
效应最早出自《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
志》，研究者发现，人们即使不做任何运
动，在公园或其他能接触大自然的地方
待上 20 分钟，也能拥有更好的精神状
态。这个暑假，父母可以带着孩子放下
电子产品，走进大自然，去公园露营，亲
近动物，看日出日落等。对于孩子来
说，户外活动可以远离电子设备的束
缚，培养专注力，缓解精神压力，与父母
一起发现身边的美好，能提高幸福感。

二、共同制作心理日历
日历是学生学习的必备品，可以帮

助他们制定学习计划，增强对时间的把
控，心理日历不仅是对时间的记录，更是
幸福的播种机。在暑假之初，家长和孩
子一起为日历上的每一天设计一个虽简
单却意义深远的小任务，每天根据小任
务，开展行动。比如 8月 1日那天，要真
诚地称赞与你交谈的人；8月2日改变成
长心态，将“我不能”改为“我暂时不
要”。在共同制订和执行心理日历的过
程中，可以激发孩子的创造力与行动力，
有助于培养积极的心态和认知模式。父
母也能加深对孩子的了解，发现孩子的
闪光点，亲子关系更加温暖与平和。

三、构建学习型家庭
暑假不仅是孩子休息的时间，更是

他们巩固知识、查漏补缺的好时机，亲
子共建的学习型家庭不仅可以提高孩
子的学习效率，还有助于家长树立终身
学习的理念。父母可以和孩子约定好
一起学习的时间，共同创建良好的学习
环境。当孩子学习时，父母可以做自己
的工作，也可以和孩子学相同的知识，
共同感受题目的难易，遇到难题时一起
探讨，当孩子顺利完成后给予及时的鼓
励。在构建学习型家庭时，父母要起到
榜样示范作用，引导尊重孩子的选择，
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学习气氛的
熏陶，点燃对学习的热情。

四、亲子运动益处多
运动与健康息息相关，可以促进血

液循环、增加供氧量，缓解焦虑，改善情
绪。亲子运动还有更多益处，父母对运
动的热爱和坚持可以增强孩子的崇拜

感，孩子在父母的引导下可以领悟很多
道理，比如如何面对输赢、如何调整心
态、如何增强意志力等。亲子运动要选
择适合孩子生长发育特点的体育项目，
以免因运动量过大或超负荷运动给孩
子带来运动损伤及心理负担。

体现父母之爱与陪伴的活动还有很
多，比如开阔视野的旅游，与孩子一起探
望长辈等。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
往往孕育着最伟大的教育，希望孩子们
能在父母的陪伴引导下拥有丰富多彩的
假期，获得无限可能的发展。

据《今晚报》作者：郑晓旭

这个暑假，因陪伴更美好

当前，各地高校招生工作正在火热
进行。考生的志愿是如何检索、投档
的？录取场内部如何分工运作？7月22
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组织“走进 2024
年普通高考录取场”活动，记者和 10名
考生一起，见证“神秘”的录取过程。

一纸录取结果是如何“诞生”的？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对
公众而言具有一定“神秘感”的录取过
程，大致可分为投档准备、投档、高校审
录、录检、生成录取名册5个阶段。

“高校是否录取一名考生，其成绩
等各项基础数据是重要判断条件。”重
庆市教育考试院高考处副处长肖灿介
绍，投档前，考生的基础数据由计划投
档组多名工作人员校核，确保准确；投
档过程中，还将根据招生计划多次校核
高校的投档原则和要求，确认一致无误
后才正式投档。

随后，便进入高校审录环节。高校
将拟录取或拟退档结果提交后，将再次由
政策录检组审核确认。记者在重庆市
2024年普通高考录取场看到，来电声此起
彼伏，政策录检组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
核对每所高校的拟录取和拟退档情况。

“对于投档到每一所院校、每一个专
业的每一位学生，我们都严格依据高校
章程、招生计划备注等进行审核，并与高
校双向确认，做到‘录取有理、退档有

据’。特别是对于退档理由不充分的，要
求学校认真复议，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政策录检组组长邓明琳说，录检过程中
有体检医生现场“坐镇”，若有考生因色
盲、色弱等原因报考受限，医生会严格
把关，必要时还将核查体检结果。

录检结束，一所高校的新生名册便
正式“出炉”。今年，重庆市普通高考录
取首次采用防篡改加密的电子新生名
册，通过交互平台发送给高校，由高校
自行下载。相较于以往打印后邮寄的
模式，工作效率得到较大提升。

公开、公平、公正，是高校招生录取
工作的生命线。“阳光高考”如何实现？

近年来，重庆市教育考试院积极畅
通信息渠道，通过考试院门户网站、重
庆招考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全面、准确
地公开招生政策、录取程序、录取结果
等。同时严密管理信息数据，在招生录
取过程中，实时监控考生信息数据库、
录取系统，实行网上审计，对数据的变
动及时预警。

“以前以为高考录取只有投档和录
取两个环节，参观后发现整个流程比想
象中复杂许多，每个环节都有很严密的
一套程序。”重庆考生张乐夷说，她 7月
21日已在官方网站查到被南京大学录
取，期待开启美好的大学生活。

新华社重庆电

探访高考录取场：

一纸录取结果如何“诞生”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随着高校录取工作依次开展，考生
们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喧闹不已的
志愿填报争议总算告一段落。度过漫
长的学习生涯，迈过高考这一关键节
点，终于可以放松心情，好好调整休息
一下了。不管录取的学校、专业是否如
己所愿，也不管接下来奔向何方，这段
时间都可以也应该停下来好好审视学
习的内涵与意义。

拿到录取通知书，有些考生得偿所
愿，被梦想中的院校、专业录取，有的则
与理想的目标失之交臂。近年来，专业
成为志愿填报中最在意的因素，其受关
注的程度甚至超过了院校、城市等。这
背后无疑是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比如，产业升级转型加速，新业态、新岗
位不断涌现，就业市场的人才需求急剧
变化。为提升高等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
响应度和支撑力，高校本科专业动态调
整步伐加快。以 2024 年为例，增设、撤
销、调整共涉及3389个专业布点，数量之
多为历年之最。这种情势下，专业选择
的重要性增加了，考生以及家长乃至于
全社会关注专业，乃在情理之中。

进入大学，目的在习得知识和技
能，在提升思维能力和综合素养，也在
完善人格、健全身心。而走出校门，就业
情况则是评判学习成果的最直接尺度。
于个人而言，这是在社会立足，实现自我
价值的关键一步；于教育系统而言，则是
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试金石；于社会而
言，则关乎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水平，
关乎国家的发展。而学科专业既是高等
教育发展的核心支柱，又是人才培养的
重要平台，理所当然受到各方重视。

但专业应该是“垫脚石”，而不应该
是“拦路虎”。重视专业选择，但也完全
不必有“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担忧。
一者，就算暂时没选上理想专业，学习
生涯中也还会有很多次换专业的机会，
选择了某个专业并不影响大学期间继
续思考和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二者，专
业和职业并非线性关系。某一个专业
背景出身的毕业生，可以从事多种行
业。反过来，一个职业也可以由不同专
业背景的人来组成。更何况，职业发展
充满了变数，一个人很难一辈子只干一
个岗位，漫长的职业生涯将无数次面临
工作岗位和发展方向的调整。

专业和职业关系的重点不在于学
了多少知识，而在于通过专业这个平
台，掌握了什么样的能力，这种能力又
是否能支撑自己在快速变化的世界里
实现高效率适配。当下社会，更需要的

是培养具有多学科知识结构、宽领域视
野、综合素质突出的复合型创新型人
才。社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按
学科专业分类的。我们看到，近年来高
校也在大力推动跨学科人才培养，不断
打破学科专业壁垒，通过积极设置跨学
科本科专业，开发跨学科、跨专业新兴
交叉课程、实践教学课程，以培养学生
跨领域知识融通能力和实践能力。这
也提醒学习者，应该在立足本专业的同
时，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探索跨专业的学
习，让自己成为复合型人才，培养提出
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样才能更
好实现自身职业发展。说到底，专业有
冷有热，但最终决定职业发展道路的，
并不是外在于自身的专业或者其他因
素，而是自身的知识技能、创新思维、综
合素养、情感意志等。

更进一步来说，还应该认真思考上
学读书与学习的关系。上大学是来接
受教育、读书学习的。但是，大学只是
一个学习场域，上学也只是一种学习方
式，学习本身是永无止境的。有人说，
一个人学识的增长应从出生开始，至死
亡终止，这一点也不夸张。

尤其是数字时代的到来，知识急剧
爆炸，知识积累和知识创新的模式发生
巨变，知识转化为直接生产力的过程大
大缩短，知识更新迭代的速度大大加
快，学习场景、学习方式、学习风格都在
重构。树立终身学习意识，培养独立自
主学习能力，保持终身学习的姿态，掌
握不断学习的能力和不断创新知识的
能力，而非简单的知识积累，才是适应
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固然要重
视上大学的这段经历，珍惜这个系统学
习知识的宝贵机会，但上大学只是学习
方式的一种，学习将伴随也应该伴随我
们的一生，学习者要有站在终身学习的
视角跳出来看“上大学”这件事的思维。

实际上，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不仅
倒逼即将升入大学的学生思考学习的内
涵和价值，也提醒各个阶段的学生及其家
长审视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近期，在
一些培训机构的炒作下，准一年级家长的
幼小衔接焦虑又弥漫开来，不少家长让孩
子参加幼小衔接班，大量提前学习一年级
的知识，以保持所谓的学习优势。但看看
人工智能在方方面面领域的运用，就该意
识到，各类以知识积累为目标的“抢跑”，
越来越显得滑稽。这更要求我们，按下往
前赶路的“暂停键”，在升学的关键节点认
真审视学习的内涵与意义。

据《中国教育报》作者：杨三喜

在升学节点认真审视学习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