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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科学呀！作为对立不可调
和的考试和应考关系，怎能带小抄进
考场呢？”“赶紧找学霸画重点啦！”

微博上，评论很多，不过，对于外
校学生的各种“羡慕嫉妒恨”，该校学
生小李感慨“并不轻松”。小李说，刚
开始觉得轻松，不用再死记硬背了。
可真到了做“小抄”时发现，要想从几
百页书中找到有用的要点，并不是件
容易的事。为了打“小抄”，小李耗时
3 天，其间还参考了不少网上热传的

“制小抄攻略”。“小抄打好了，我倒是
觉得不用带进考场了，因为题都会做
了。”小李说，温故知新，制作“小抄”
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复习、发现、巩
固的过程，他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记
忆，学会了学习。

不少学生表示，一开始觉得“解
放了”，可准备“小抄”时才发现并不
简单，如果平时没有对所学知识真正
地理解、融会贯通，很难在小小一张
A4纸上提炼出“要点”或“重点”。

昨天下午，金水区纬
一路小学开展学生社
团成果汇报活动，这
也是小学生素质教育
成果的展示。
郑州晚报记者 马健
通讯员 张红杰
摄影报道

同学拿着激光笔照着玩
10岁娃看一眼永久失明
因激光笔失明的孩子，一年有10多例

放学和同学们闹着玩，拿着激光笔相互照着玩，
刚凑过去，一束红光直射眼睛，瞬间就看不见
了。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眼功能科主任杜敏告
诉记者，近期已经连续接诊两个被激光笔灼伤
的孩子了。郑州晚报记者 邢进 谷长乐

不少学校周边文具店普遍售卖的一
种激光笔，而这种激光笔所造成的眼底损
害是永久性的。杜敏告诉记者，几乎每年
都能接诊10多例因为激光笔灼伤眼睛的
病例。遗憾的是，这些孩子的视力无一例
外地永久丧失，有的甚至双眼失明。

激光笔发射的其实是一种固体激
光，激光笔的原理是，通过一个半导体发
射出射线，这种射线具有高度凝聚性，尽
管能量不大，但使用不当仍可对人体造
成伤害。

“前一段时间，我在门诊上还接诊了

一例因激光笔灼伤眼底黄斑部导致眼睛
视力严重下降的孩子。”杜敏告诉记者，这
个孩子也是因为好奇凑上去看，结果不
幸被灼伤。差不多同一时期，自己在门
诊上又接到同样的病例，这个小男孩是
一名 10 岁小学生，课间班上几个男生
拿出激光笔玩，谁知一束红光直射他的
眼睛。他愣了几秒钟，觉得自己的双眼
好像被一个圆圆的大黑点遮挡着。直
到第 2 天，小男孩发现黑点怎么也消不
掉时，才害怕地告诉了父母，“这个孩子
双眼都被灼伤，情况更为严重”。

杜敏说，激光对黄斑区的伤害是永久
的、不可逆的，目前没有好的办法。

为什么激光笔对眼睛的损坏会如此
之大？因为眼球都为黑色，更利于吸收光
线能量，而激光笔直射眼球很容易灼伤眼
底视网膜光感受器，激光笔灼伤效果的原
理与用放大镜收取阳光引燃火柴、纸片的
原理是相同的。当能量聚集在一点，即便
只有几毫瓦，同样可以引燃物品。

“激光入眼，首先受伤的就是黄斑。”

杜敏解释，眼睛看东西时，物体入眼是黄
斑区最先“捕捉”到，聚焦也是靠黄斑区来
完成。位于视网膜中心的黄斑区是人的
视觉中心，也是光敏感度最高和最脆弱的
区域。

一旦这一区域被激光灼伤，此时会感
觉眼前好像被一个大圆黑点遮挡住了一
样。最要命的是，它不像角膜和晶体可以
移植和更换，这种损伤无法通过任何手术
和治疗恢复。

激光笔大于3毫瓦，就会对成人的黄
斑造成永久性损害。孩子的眼部组织娇
嫩，能承受的量更小一些，1毫瓦左右的激
光直接射入眼睛，就足以灼伤孩子的眼
睛。杜敏说：“现代医学做激光治疗时，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绝对避开黄斑区。并
且医生都会佩戴防护眼镜。”

今年 3 月，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激
光笔、儿童激光枪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警

示和消费提示》，表示不宜为儿童购买激
光笔作为玩具使用，消费者使用激光笔
时应避免照射人体眼睛、皮肤以及衣服
等地方。

“现在有些学校，有些老师讲课都会
用激光笔，我真是害怕不小心射到孩子眼
睛里。”杜敏呼吁：请告诫孩子，激光笔不
是玩具不适合儿童使用。千万别拿激光
笔当玩具互相照射！

近期连续接诊两个被激光笔灼伤的孩子

1毫瓦激光足以灼伤孩子眼睛

郑州一高校考试允许带“复习纸”
见识下：一张A4纸，手写万字书
学校：“小抄”是考验学生概括、归纳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理工科可以带“小抄”，文科不行
昨天下午，@直播郑州365发微博：“多名网友爆料称，郑州铁路职业技术
学院进行考试改革，可以让学生带一张A4纸，取名曰‘一纸抄’！来见识
下考前同学们各种准备，各种抄！”记者联系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该校
宣传部表示，此事属实，确是该校一项考试制度改革。不过，学校不提倡
所有科目的考试都这样进行，“可以带纸张进考场的基本上都是理工科专
业考试，文科不行”。 郑州晚报记者 张竞昳

此次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推
出的“带小抄进考场”改革，允许并鼓
励学生带小抄，在网上引起不少关
注。对此，该校宣传部长董媛表示，
此举一方面是为学生“减负”，一方面
是为老师“加压”。另外，学校对于

“带小抄进考场”也是有限制的。
“允许带小抄进考场的多是理工

科专业考试，文科很少采取这种方
式。”董媛介绍，此次允许学生携带一
页“复习纸”，是学校考试模式改革的
举措。现在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
教育，呼吁改革考试评价制度，带“小
抄”考试就是一种有益探索。

董媛说，学生可以不必死记硬背
公式、定理等死知识，相当于“减
负”。表面是“小抄”舞弊，实际是考

验学生的整理、概括、归纳和自主学
习、自我管理的能力。

另外，允许学生带“小抄”进考场，
对老师的要求也更高了，“老师出题不
能简单罗列，而要花心思考虑如何用考
题考核出学生对理论知识的运用能力，
出题时，更注重考查学生分析归纳能
力。”据介绍，允许“带小抄”进考场后，
试卷的难度会相应加大，识记性的内容
减少，理解性的内容增多。

据了解，针对这次考试模式改革，
学校作了前期准备，从命题要求，到携
带“复习纸”的规定（复习纸由学校统
一印制发放、只允许携带一张、单面手
写、考试结束后与试卷一并上交）都进
行了严格要求，对考试作弊进行了严
密防范，对相关工作也做了周密部署。

学校：考试制度改革，给学生“减负”，为老师“加压”

学生：打“小抄”也是一门学问

“一纸抄”有没有闪花你的眼？ 微博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