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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日报、郑州晚报昨日刊发的长
篇通讯《素质教育的郑州实践》，如
同巨石投水，在读者中引起了一场
广泛的大讨论。新浪、搜狐、凤凰
网、人民网、新华网、网易、腾讯等
国内近百家网站转载，微博、微信
上也几乎被刷屏：这篇报道写得太
真实了，我们家长希望报道继续做
下去，引起教育部、省教育厅关注，
在中学时代让孩子少受应试教育
之苦。文章内容紧贴素质教育的
话题，道出了家长的心声，“老周
班”的教育理念给人带来的是直击
心灵的震撼！

《素质教育的郑州实践》一文，
互助路小学四年级学生王子健的妈
妈杨小趁说，她是一口气把全文读
完的，看完后，心情很激动。

面对记者采访时，杨女士说，
“老周班”不扼杀孩子的个性、创造
力的做法和鼓励学生具有超前梦想
的理念让家长看到素质教育在郑州
的实践，是踏踏实实、真做实干地在
进行。“现在微信上流行这样一句话，
说我们现在的孩子是‘聪明伶俐进
去，呆若木鸡出来’，这虽然有些以偏
概全，但是从侧面形象反映了应试教
育的弊端，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少受应
试教育之苦，但是作为家长面对现实
的时候也有很多无奈，希望我们的教
育部门尽快推广‘老周班’经验，不能
一边喊着素质教育，一边掐尖，让更
多的孩子能受益于我们郑州实践的
成功经验。”

女儿刚刚参加完高考的张先生
对素质教育有着独特的思考。张先
生说，在教育由“应试”向“素质”转
轨而又迅速发展的今天,培养具有
高素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
才正成为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

“素质教育不是学点琴棋书画、歌
舞等，而是良好学习习惯、健全人
格的培养，健全的人格才是孩子健
康成长、事业成功的保证，郑州二
中对素质教育的有益探索，非常鼓
舞人心。”

在市委办公厅工作的曹先生家
中有一位即将面临中招考试的学
生，在看到《素质教育的郑州实践》报
道后非常激动，他直言，素质教育大多
数时候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有不少打着素质教育之名，玩“奥数”

“培优”的游戏，郑州二中“老周班”让
我们看到了郑州在素质教育方面的改
革探索和希望，期盼在政府的引导和
支持下，再多一些“老周班”，让孩子们
创新学习、快乐成长，成长为最好的
自己。

@宁静黑色天空：回归教育
本质，这是最重要的。现在的教
育不是在教孩子生活技能以及
做人品质～而是在教孩子怎么
考试！小学毕业，上初中；上完
初中毕业上高中，高中毕业考大
学，一步一步按部就班死读书，
培养不出人才！

@没有什么大不了：今年高
考后，有一个段子说，考上大学
的一定要和没有考上大学的经
常联系，否则毕业后找不到工
作。这虽然是个段子，但也反映
了一种社会现实。教育注重的
只是分数，而对生活和生存能力
没有任何帮助。

@袁舒舒：应试教育的最大
弊端就是知识完全沦落成了考
试工具，而绝大部分知识无法落
地，也就是说无法运用到生活和
工作中去，素质教育在郑州的
探索值得鼓励，要让孩子们具
有创新意识、动手能力，让孩子
掌握一定的生存和生活技能，
才是王道。

@亦馨开心：高考毕竟是
12年苦读的终点。现在小学就
开始题海战术，不说英语数学卷
子，单是作文写了，改了还得默
写出来，孩子边哭边写作业，说
羡慕动物的自由，日子过得不如
宠物。做家长的心疼却无奈，之
后孩子还有好几年要苦呢！也
有同学心疼孩子，申请移民的。
微信上人家晒的是美术作品和
运动比赛。

@神行蚂蚁：我感觉孩子上
三年高中沉浸在语文数学英语
政治中，生活就像脱离了社会，
没时间阅读喜欢的书籍，玩自
己喜欢的玩具，探究自己喜爱
的事情，更别提观察和思辨能
力提升了。

@绿城凡尘：现在有条件有
实力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北
京、上海等素质教育好一些的大
城市，更有不少家长直接把孩子
送到国外，接受更好的素质教
育。衡水女孩放弃高考，被哈佛
等国际顶尖名校录取，就是非常
典型的例证。

@奋斗的小鸟：现在的应试
教育太一刀切，束缚个性，压抑
人才。民国时期出了很多才子、
大师，他们很多都不是全才，在
某些方面非常突出。钱钟书数
学零分被大学录取成为国学大
师，沈从文学历不高却能到大学
当教授。（请继续阅读AA03版）

家长声音：
教育“百草园”里
就是要百花齐放

家长：希望我的孩子少受应试教育之苦
网友：素质教育要让孩子具有创新意识、动手能力
中学校长：素质教育的本质是学生的全面发展+个性特长发挥
教育官员：素质教育的探索和实践应该持续下去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陶玉亮陈锋简薇薇董黎张勤李颖刘伟平

昨日本报刊发的《素质教育
的郑州实践》，引发社会各界广
泛共鸣。缘何如此？只因这则
真实生动的报道，击中和触动
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心灵深处：
教育关乎所有孩子，所有人。

素质教育提倡了很多年，推
行了很多年，但正像我们看到的
那样，现实而言难言“理想”，应
试教育、功利教育仍大行其道。
对此问题，社会各界的关心与关
注从未停止。

报道的刊发引发广泛关注
与共鸣的事实再度表明，遵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
的“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思
路，改变当前素质教育遭遇的
种种窘境，从更新观念到破解
难题，从完善机制到创新机制，
还有很多常识需要反复重提，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务实去做。

在谈及“深化教育领域综
合改革”问题时，著名教育专
家朱永新曾称：“教育问题其
实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部的
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
大系统的问题，关于教育的很多
问题都离不开社会大系统。”

“在教育改革中，有一些问题没
有形成全社会共识。”“我一直
呼吁进行一次全国教育大讨
论。对于教育改革发展的一些
意见，没有辩论，没有碰撞，形
成不了真正的智慧。”

所以，以《素质教育的郑州
实践》的刊发为始，我们愿意尽
绵薄之力，用更多扎实的持续报
道，集纳更多国内国际素质教育
的改革范例，汇聚更多真诚智慧
的声音。让更多智慧在辩论、碰
撞中得出，力促素质教育梦想早
日照进现实。

击中心灵 只因真实
□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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