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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观察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

本报记者 王婷

根据我省高考招生制度综
合改革试点方案，今年启动职业
技能考试，先实施 9 类，3 年内展
开至 17 类，2015 年 10 月开始实
施选考科目多次考试，2016 年 10
月开始实施外语科目多次考试，
2017 年开始全面实施高校考试
招生制度综合改革。如何更好
地理解我省高考改革方案，本报
邀请教育界专家予以解读（解读
之一见本报 9 月 21 日第 2 版，解
读之二见9月22日第16版）。

破解人才选拔难题
解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徐小洲

浙江高考改革方案全面提
出了破解长期困扰我国高校人
才选拔难题的新思路、新模式、
新举措，人才选拔方式与国际高
校逐步接轨。概括起来说，新方
案具有多个亮点。

一是学生自主选择性大为
增强，主要体现在基于学生自我
兴趣的“四选”：选课程、选考试、
选专业、选学校。

在考试科目与次数上，考生
可以根据学业专长和专业方向选
择3门自主选考科目，每年两次考
试机会，削弱了因考试失误带来
的一卷定终身式伤害；新高考废
除了以校为本的梯次投档方式，
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特长选择专
业，避免考生为了读某所学校而
不得不服从专业调配的现象。

二是高校招生自主权明显
扩大。新高考招生改革方案采
用统一高考招生、高职提前招
生、单独考试招生、“三位一体”
招生等 4 种招生模式。不同类型
的高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特
色，更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招
生模式，因材施教。

三是人才选拔方式与国际
高校逐步接轨。新高考招生改
革方案开始把目光投向考生的
综合素质，既反映出我国对人才
标准的现实反思，也适应了人才
培养的需求。在考试方式与程

序上，也体现出与国际高校人才
选拔制度接轨的趋势。

对高职院校是大利好
解读：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丁金昌

此次高考改革，将改变过去
人为形成的高职院校是次等高
校的认识，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
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

一是与本科院校有了同场
竞技的平台。以前，由于是分批
招生录取，高职院校被分到最后
一批，学生读高职院校往往是无
奈的选择。实行专业平行投档，
不再分批录取，这将使得一些优
质高职院校可以与本科院校在
同一个平台上挑选学生，只要专
业办得出色、学生就业好，一样
可以吸引优秀学生来读。

二是有利于技术技能人才的
系统培养。高职提前招生、单独
考试招生等均以“知识+技能”为
主，改变了“重知识、轻技能”的现

状，打通了技术技能人才从中职
到专科、到本科甚至研究生学习
的通道。高职院校在这一培养体
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
如何根据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规
律，设计好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
方案和课程体系，是对高职院校
专业内涵建设的一大挑战。

有利于发现偏才怪才
解读：衢州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张玉琴

本次我省高考招生综合改革
方案给中职学生带来了较大的福
音，具体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从“纸上谈兵”到“真刀真
枪”。原先中职毕业生参加高职
单考单招，评价的方式是纸笔测
试，考试的内容是专业理论，这与
学生在校接受以工学结合为主的
职业教育相脱节。专业技能不纳
入高考，考试就不能体现学生的
个人技能，专业技能水平高而专
业知识相对薄弱的学生就难以被

发掘。新方案中单独考试招生的
17个专业大类采用了理论与技能
相结合的职业技能考试方式，真
正实现专业考试从“纸上谈兵”到

“真刀真枪”的转变。
从“望洋兴叹”到“轻装上

阵”。中职学生学科知识的学习
基础和能力相对较差，尤其对外
语，不少学生“望洋兴叹”，往往成
为中职学生考大学的最大障碍。
衢州中专2014级2000名新生，中
考成绩平均得分率为 64.37%，英
语最低，只有 58.19 %，男生的英
语仅为51.95%。新高考方案可让
中职学生“轻装上阵”。

从“文化为主”到“与职业技
能结合”。按照原来的政策，往
往会把那些文化课基础差而对
专业学习特别有兴趣的偏才、怪
才挡在大学校门之外。新方案
中的高职提前招生办法，给这些
专业单科拔尖的偏才怪才提供
了脱颖而出的机会。

职业生涯教育应下移
解读：天台中学校长 郑志湖

新高考改革方案把选择权
交给学生和高校，扩大了学生
的个性化选择，适应了时代发
展的需要，这给学生带来了机
遇和挑战，同时也使高中学生
要有清晰的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和能力。

高考改革方案中有三分之二
科目可以由学生自主选择考试时
间，增加了学生的选择权，分散了
考试压力。选考科目由学生根据
自己报考高校的要求和自身特长
确定，这对学校教育、教师和学生
家长也是一次挑战。

发达国家从小学开始就对
学生进行生涯规划指导，随着我
国高考学生选择权的增加，将有
利于引导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下移，把生涯教育向基础教育
阶段渗透，将职业生涯教育作为
一项主题性综合实践活动。

随着高考学生选择权的增
加，还将有利于开展分层走班教
学。每个学生都需要认真思考
并作出个人的学习规划。

人才选拔向国际看齐
——我省教育专家解读高考改革方案亮点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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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李月红 通讯员 林雅琪 邵敏

本报讯 9 月 23 日，秋分，太阳
到达黄经 180 度。秋分秋分，昼夜
平分。来自省农科院的监测，浙南
的籼稻开始陆续黄了，直至 11 月中
旬，都将是收获稻谷的季节。如果
足够细心，你会发现田里的稻谷有
两种类型，谷黄秆黄的籼稻，正在等
待农人的收割；一轮过后，等到 10
月下旬，谷黄秆绿的粳稻也熟了。

植物学上，稻米分为两个亚
种，籼稻和粳稻，分类的主要依据
是籼稻谷粒长、米饭硬，粳稻谷粒
短、米饭软。在浙江，稻分四种：早
籼稻，晚粳稻，杂交籼稻，杂交粳
稻，前两种俗称常规水稻，后两种
称杂交水稻。其中我省种植面积
最大的是晚粳稻，约 600 万亩。秋
分前夕，记者跟随省农科院作核所
张小明研究员来到我省晚稻育种
基地，探寻一粒米的背后，有着怎
样的江南文明变迁？

“稻”字，最早见于甲骨文。《诗
经》中已将黍、稻并提，“八月剥枣，
十月获稻。”春秋以前，因我国北方
种稻量少，水稻被列为五谷“禾、僳、
菽、麦、稻”的最后；而至宋代，因种
植数量多而升了级，直至今天，多达
14 万种的稻属作物，为世界提供了
五分之一的卡路里。

稻，始于杂草。从杂草到作物，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旅程，人类把野
生稻米祖先驯化成可耕作的稻米。
一如今天的科研——穗数、粒数、粒
重决定着稻米的产量，前提是，稻秆
粗得足够支撑如此重量的谷穗。再
向前推，也只有根系足够发达，才能
给稻秆足够的营养以长势粗壮。

那么，这个驯化过程发生在哪
里呢？据对出土稻谷的鉴定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像我省的河姆渡遗
址，籼粳并存，表明籼粳分化早在距
今 6000～7000 年已经形成。同时，
出土的稻谷或米粒，粒形大小有明
显差异，反映了原始稻种的杂合

性。作为一种在亚洲地区广泛种植
的作物，种内的多样性，与野生稻的
多次杂交，这些都给基因测序判断
带来了相当的困难。2011 年，斯坦
福大学、纽约大学等联合研究成果
证明：野生稻米在 12000 年前开始
种植，而驯化发生在 1 万年前的中
国长江流域。

看到这里，或许你会疑惑：寻
找驯化之旅，意义何在？张小明
说，一个农作物的驯化中心，往往
也是这个农作物种内基因最多样
化 和 病 虫 害 斗 争 最 多 样 化 的 所
在。确定了稻米是在长江流域被
驯化的，农业育种专家就可以在这

里寻找稻米育种中需要的抗虫、抗
病基因。

在育种基地，我们看到，20 多
亩地里育有数万株性状各一的稻
株，这样的科研犹如大海捞针，需要
何等的智慧！作为天天与我们唇齿
相依的食物，科研成果就像你今天
看到的那样，稻米有黑米、血糯米、
粳米、香米等多种颜色、口感各异的
品种。今年，我省主推的晚粳稻品
种之一，正是由张小明课题组育出
的“浙粳88”。

更多稻米与江南的故事，许多
人可能并不知道。浙江正是我国水
稻品种种植的南北分界线。浙江以
北，以种植粳稻为主；浙江以南，以
种植籼稻为主。江南的稻作文明，
除了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南宋诗人
杨万里的《插秧歌》生动还原了稻作
场景：“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
大儿插。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
上湿到胛。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
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莳未匝，照
看鹅儿与雏鸭。”在江南，与稻作有
关的农俗就多达 50 多个，多与祭神
有关。比如正月初八，谷日，祭谷
神；收割脱粒后第一天晒谷时，念太
阳经；结婚时，稻柴枕。

从远古时代赖以充饥的谷物，
到如今丰盛的美食，江南稻香的故
事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餐桌中。

探寻一粒米与江南的故事

秋分稻花晚来香

节气餐桌

通讯员 汤婕 记者 童桦

本报讯 日前，省中山医院与
杭州市米市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签订分级诊疗协议书，中山
医院将派出康复科医师、治疗师
及护士，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协
同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三
级中医康复体系，打造医院——
社区——家庭一体化卒中单元诊
疗康复平台。此外，中山医院还

将按照社区百姓的需求，选择 5 个
科室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点
对点的对接，每周派出相应科室
的高年资医生到社区坐诊，并协
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加强业务技
能、科研能力培训。同时，米市巷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可
以通过双向转诊平台，为患者完
成至中山医院的专家门诊、辅助
检查、住院床位预约，共享中山医
院的医疗资源和设备。

医院社区联手诊疗医院社区联手诊疗

通讯员 徐凌燕

本报讯“同学们，入泮，就是入
学，入泮以后你们就是光荣的小学
生了，要努力学习知识，学文化，学
做人，做一个有品德、有教养的人。”
近日，长兴县实验小学的一年级新
生开始学《弟子规》，行入泮礼。

眼下，“开学第一课，期中送一
课，假期选一课，毕业加一课”的“四
课”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已成为长兴
县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其中，以

体育节、文学节、科技节和艺术节
“四节”为载体实施“期中送一课”，
为孩子们送文化、送科普、送娱乐；
以村、社区为主体，广泛开展春泥计
划、北大学子进讲堂等“假期选一
课”，给孩子们营造一个假期校外课
堂。此外，科技馆、展览馆、艺术馆
等各公益性场馆都免费向未成年
人开放，每学年各校都会组织学生
参观，开展“毕业加一课”活动，让
孩子们感受家乡文化，培养爱国爱
家情怀。

“四课”教学重育人

本报杭州9月23日讯
记者 吴孟婕

会集了尼古拉斯·凯奇、海登·
克里斯滕森、刘亦菲、安志杰等中外
明星的 3D 动作爱情片《绝命逃亡》，
将于 9 月 26 日登陆院线，这也是好
莱坞金牌动作指导尼克·鲍威尔首
执导筒。今天下午，片方在杭州提

前试映。
这部本年度投资最大的合拍片

讲述了一段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冒
险故事，紧张的节奏、出人意料的结
局令观众印象深刻。歌手吉克隽逸
在片中饰演一位哑女，为了弥补“遗
憾”，片方特别邀请她演唱了由格莱
美奖得主戴安·华伦打造的片尾曲

《争气》。

合拍大片看点十足

本报温州9月23日电
记者 王益敏 通讯员 董磊磊

今天，台风“凤凰”掠过温州后，
整个城市碧空如洗。一片蔚蓝下，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迎来 2235 名新
生。

学校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充满
新意，有13名新生今天正逢18周岁
生日，中科院院士、温大城市学院名
誉校长孙义遂，为这 13 名新生送上
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写着

“懂得感恩，孝敬父母”等寄语的笔
记本。这位年近八旬的老院士，更
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对眼前的这批
孩子说：“时刻要心怀感恩，不要枉
费了亲人们的希望，更不要浪费了
大学的时光。”

接下来学院领导、学生代表的
发言，更像是一次“接地气”的聊天：

“马云不是浮云，正青春，多耕耘。
如果你是妹纸，就做一个白富美，白
在品德，富于情商，美在心灵；如果
你是汉纸，做一个高富帅，高在智
商，富在学识，帅在涵养。”这些幽默
的网络语，是校长的祝福语。

一向严谨稳重的孙义遂院士在
最后的发言后，向新生们提出了“自
拍”的新潮想法：“同学们，你们能不
能跟我一起，在这里捕捉大学刚开
始的美好。给自己一个自拍，转发
到你们的朋友圈，以此记录大学生
活的起点。”

他建议，在 4 年后的毕业典礼
上，大家同样再给自己一个自拍，以
此度量大学的成长和收获。

院士的新潮第一课

本报杭州9月23日讯
通讯员 石淏楠 记者 吴孟婕

“强调中国文人绘画的世界特
性，即品性、诗性、心性和活性，把中
国画引向经典性与前瞻性相结合的
道路，是举办这次画展的目的。”在
今天上午举行的第三届杭州·中国
画双年展筹备会议上，策展人之一、
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尉晓榕
说。

本届杭州·中国画双年展由中

国美术家协会、省文联、省文化厅、
中国美院主办，主题为“辑页掇英”，
展品主要以册页的形式展出。册页
亦称“小品”或“册叶”，通常不盈
尺，既便于随手展阅欣赏，又利于长
期收藏。

杭州·中国画双年展是立足浙
江的国际性中国画学术展览，每两
年举办一届。今年的展览将于 12
月 22 日开幕，届时，来自全国的 36
位参展画家将展示中国艺术的独特
魅力。

中国画展示新魅力

武义县古竹小学开学后，校园内弥漫着竹文化的气息：操场边种着紫竹、凤尾
竹、箬竹，教室里摆放着学生制作的竹编、竹雕、竹画作品。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竹
产业，古竹小学将竹文化发展成特色教育。 张建成 摄

小学师生与竹结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