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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工作经验、相对独立、有良好的
经济来源，这些都是在职人员优势所在。
但是与全职学习的学生相比，在面对语言
考试时，这些离开学校多年且学习时间不
多的白领的竞争力要小许多。

申请了今年秋季入学的陈先生告诉
记者：“语言复习这一关是最难把握的，
不经过几个月的复习是很难通过托福、
雅思的。我们申请出国留学的人通常不
愿意辞了工作专门复习，因为一旦考试
不通过工作也没了。所以，随时随地就
能学的网络辅导班比较合适，平时上班
也能抽空学习。”

“隐形复习”是白领倾向于选择网络学
习的另一原因。多数白领在考虑出国留学
前不希望被同事知道，网络学习较高的隐
蔽性也就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在职人员申请留学的准备周期较长，
要一年左右，除了要考虑专业及就业发展
方向外，还要根据经济状况进行规划，不要
轻易辞去工作，因为那样面临的风险特别
大。”辛向晖说，由于各个学校对语言成绩
的要求较高，所以白领在准备考试时要多
花一点时间。选择网络课程时，要根据自
身情况选择托福、GRE、GMAT、雅思等全程
班或者单项课程。

近年来，出国留学的人群呈现出多元化的变化趋势，除了迅速增长的低龄
化留学群体外，在职人员正在成为留学人群中备受关注的队伍。为何会有越
来越多的在职人员选择出国深造，这些人群在留学规划中又有哪些不可忽略
的问题，记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访。 记者 唐善普

往年的留学申请高峰期中，多数为在读大
学生或高中生，在职白领的出国留学需求虽有，
但并未明显的增长过。而近年，在金融危机的
催化剂作用下，无论是各个热门留学目的国教
育产业政策，还是在职人员对出国充电的认知
都在发生着变化。

新东方在线个人学习产品总监辛向晖表
示：“全球多个高校都在近年陆续出台了扩招
政策，仅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大学在册留学生

总数所占比例已高达 18.5%。各国的签证门
槛降低，加上受外汇汇率影响，出国留学的成
本明显降低，考虑留学的在职人员自然会逐渐
增加。”

另外，白领认为出国深造的回报率、认可度
都有所提升也是一个原因。某外企职员林先生
说：“在外企工作，多少能感受到跟海归的差
别。在职人员申请留学实际更有竞争力，学成
回国的工作待遇也会有所提高。”

“加法效应”促使在职留学上扬

“隐形复习”工作学习要找平衡点

教育的成功是让学生全面发展
在闫培新看来，一个学校对学生教育的

成功，不仅表现在学生一张试卷考试的分数
上，教育更是滋养心灵、构建精神、养成习惯、
掌握技能、培育创新精神的事业。教育是为
学生提供持续的学习能力和心理准备。

近年来,4中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理
想教育为载体，立足课堂主渠道，坚持“小、
近、实”德育教育策略，形成了起始年级以“习
惯、荣辱”、中间年级以“感恩、责任”、毕业年
级以“奋斗、成才”为主题的德育特色。

有特色的学校才更有生命力。目前 4 中
形成了“因材施教、分类培养、错位发展”的办
学特色。他认为，作为校长，应该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提供优秀的师资、多元的课程、道德的
课堂、良好的环境，同时也应通过校长角色的
言行影响力引导学生良好发展。

“课程是一所学校办学理念的集中体现，
一所优质学校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课程体系。”
闫培新说，学校本着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服
务、为个性发展提供课程、为能力提高搭建平
台的指导思想，构建开放的、多元的学校课
程，强化对学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培养，
实现选修课程模块化，社团活动课程化，培养
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健全人格。

办一所有内涵高质量精品学校
作为一所有着70余年历史的学校，办学规

模与办学空间狭窄的矛盾突出,为此学校提出
走精细化道路，以文化引领构建和谐校园、名
师带动产生群体效应、特色亮校让学生走向成
功、不断提升办学品位等把4中建成精品学校。

“走内涵发展是学校未来的工作主线。”
闫培新介绍了4中在未来几年的建校思路：以
科学管理促内涵发展，以课堂文化的重建促
进质量提升，抓队伍建设促专业发展，抓校园
安全促和谐稳定，抓文化建设提升师生生命
质量，抓特色亮校提升办学品位，建设一所高
质量、有特色、国际化的精品学校。

闫培新认为，学校管理者最重要的是在
学校文化层面构建共同愿景和学校精神，在
具体教育实践中不断改进与丰富校本性的教
育哲学，培养具有胸怀祖国远大理想，放眼世
界的开阔视野，追求卓越的意志品质，求真向
善的高尚情操的社会有用之才。

“我热爱我的学校，我研究我的学校，我改
进我的学校，我享受我的学校。”有闫培新这样
一个以校为家，把老师的提升、学生的进步和
未来成功时时刻刻放在心里的校长，何忧“高
质量、有特色、国际化的精品学校”的目标不能
实现？

扬师德 把爱的阳光洒向孩子心田
“用智慧去启迪学生，用感情去感化学

生，用人格去陶冶学生。”采访时，记者感受最
深的是老师们对学生的那份真诚的“大爱”。

担任班主任多年的周静老师时刻注重身
教，“用人格影响学生”：要求学生做的她先做
到；要求学生奉献爱心，她带头捐钱捐物；要
学生积极劳动，她常和学生一起打扫卫生。
而她的“三心教育”，即“与后进生谈心——发
现闪光点、与中等生谈心——挖掘动力点、与
优等生谈心——找出自醒点”，更是让所教的
学生感受到了“爱的阳光”。

在住宿生眼里，宿舍管理员张爱红老师
不仅是老师，也是给他们关爱的“母亲”、值得
信赖的最知心的“朋友”。一个女生与弟弟相
依为命，自卑而性格内向，张老师从生活、心
理上帮她提高自身能力，培养自信心，两年后
考上河南师范大学。该生送来一面锦旗：献
给“给了我整个世界的张妈妈”。

“老师担当的永远是一份责任。而扬师
德，把爱的阳光洒向每个孩子心田，则是44中
每位老师都坚持做到的基本要求。”教学校长
朱红军说，像张爱红、周静这样的老师有很
多。

特长培养 为学生发展铺就成功路
当代著名哲学家、学者、作家周国平谈到

教育时明确指出：教育是以幸福为最终目的。
44中正是在“一切为了师生的终身发展”的办
学理念下，通过打造高效、优质、特色的教育活
动，着眼于师生潜能的唤醒、开拓与提升。

于是，44 中志愿者队伍越来越大，合唱
队、舞蹈队、武术队、健美操队，心理社团、广
播站小记者、小主持人，摄影协会、书法协会、
计算机兴趣小组、诗社等吸引了每届新生积
极参与。组织实践活动，让学生走进社区、敬
老院、孤儿院，走进大自然，走向社会等，增强
了社会责任感。每年一度的读书节、体育节、
艺术节、科技节上学生的精彩表演，虽然只是

“缩影”，但正是这些特色教育培养，造就了一
批批综合素质能力强的毕业生。

作为郑州市教育局批准的全市唯一一所
举办播音主持、空乘特色班的学校，从2011年
成立之初，便迅速进入快车道，优异的特色发
展成绩，受到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一致认可。

郅广武校长说，提升学生综合运用知识
的能力，培养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终身学习
的能力，为其未来铺就成功之路，这就是44中
对每位学生的“责任”所在。

本报“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自上周启动
以来，受到众多家长的关注。300 多张门票一
日抢空，讲座将于周日上午8：30在报三楼会议
室举行。目前还有少量门票，没领到票的家长
可在今天下午18时前到郑州晚报领取。

主讲专家
李金鹤：全国著名高考升学指导专家，人民

网、中国教育在线、新浪、腾讯、网易、搜狐网教
育频道高考专家组成员，搜学网高三家长俱乐
部知名专家。

内容：高考填报志愿实战指导：1.平行志愿
填报技巧。2.平行志愿风险分析。3.如何规避

平行志愿风险。4.河南高考填报志愿战略解析。
左海文：搜学教育研究院研究员，资深高考

志愿填报专家。高考升学指导系统——《高考
升学通》研发骨干。从2008年开始，每年都在
全国各地进行上百场高考志愿填报指导讲座。
他的专业水平以及富有激情、深入浅出的讲课
风格得到了考生、家长的一致好评。

内容：河南填报好高考志愿的科学流程：1.
正确志愿填报应遵循的科学流程。2.报好高考
志愿需哪些信息。3.如何获得高考志愿填报的
必备信息。4.自我定位应该考虑什么，海选院
校需要考虑什么，如何精选院校，怎样填报志愿
表格？ 记者 吴幸歌

从来自郑州赛区的近万幅作品中选出
500幅优秀奖作品，最终在这些作品中角逐
40名一、二、三等奖。同时这些优秀作品将
进行现场义卖，筹集的资金将全部捐助给致
力于关注流动儿童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
——若木书院。

5 月 26 日，由中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公益文化中心与广
州王老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共同
举办的河南幼儿启智绘画拍卖
会，暨“三公仔·爱子有方”第三届
启智绘画大赛颁奖典礼在郑州市
中州影院举行。六一儿童节到
了，孩子们收获了奖品，同时我们
也邀请到省内著名的董婉玲绘画
老师，现场为孩子授课，让这些可

爱的孩子们提前感受六一的快乐。
王老吉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一直致力

于爱心事业，为了儿童着想，本着服务社会、
回报社会的企业公民精神，“三公仔·爱子有
方”以绘画比赛形式，倡导儿童身心健康，科
学育儿，造福社会。

关注儿童成长，爱子有方启智绘画比赛爱心义卖
本报“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周日开讲
已经领票的学生以及家长请在8：30前到场 领票电话：67655022

“我改进我的学校，我享受我的学校”
访郑州四中校长闫培新

“老师是爱与智慧的化
身。”郑州四中校长闫培新接
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只
有教师从内心深处把学生放
在首位时，才有可能艺术的启
迪学生智慧，健全学生人格。”

记者 唐善普

“学生的成长是我们的牵挂”
郑州44中“以生为本”发展侧记

爱因斯坦说：什么是素质，
素质就是学生走出校门后把老
师所教的东西都忘掉之后剩下
的东西。而44中“以生为本”的
教育方式，使学生能真正得到全
面而个性的发展，践行了“学生
成长是我们的牵挂”的诺言，也
得了家长和学生的信赖。

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张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