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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
面、抖擞精神，驱使我们不断寻
求。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
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哈尔滨新区师范附属小学教师刘洋表示，
艺术考级将原本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创作演变
成了流水线加工厂，盲目的考级无疑是“拔苗
助长”。

他说：“艺术的学习本是为了陶冶情操，如
果一心为了升学功利，或者看别人家的孩子
学、我家孩子也要学的想法，大可不必。艺术
是孩子的好朋友，艺术特长的学习可以提高孩
子的多方面素养，但有多少人的考级证书是为
了证明自己的艺术水平而去考的？艺术学习
的目的要纯粹，喜欢艺术的人学习艺术会是一
种享受，被迫的学习对于孩子来说，反而是一
种折磨，所以，让喜欢艺术的孩子去学习，不感
兴趣的孩子就不要为了学而学了。”

他建议：“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艺术天赋，
对于家长来说，要先看看孩子在哪些艺术门类
上有兴趣，有天赋，再加以引导，而不是盲目跟
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针对目前五花八门的社会类考级，黑龙江
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教授曲文勇表示，应
该从“总结性评价”向“形成性评价”转变，由

“单项评价”向“综合评价”转变，在日常教学过
程中记录和诊断学生的美育成长，课程结束时
以学生才艺展示、戏剧表演等多种活泼的形
式，呈现学生的学习成果。

此外，在评价参照标准上，他建议，将学生
间和学校间的竞争性比较，转变为学生个体自
身美育发展提升的诊断，不单单考核学生的艺
术成绩，而是考核学生的进步水平。

有教育业内人士表示，“以学琴为例，‘学
琴为考级，考级为拿证’是绝大多数琴童和家
长抱有的学习原则，至于是否真正热爱音乐、
是否能在音乐中获得某些思想等，似乎并不重
要。教师们的日常教学也常常存在急功近利、
拔苗助长的现象，为求速成，教师不得不花费
大量时间和学生一起打磨考级曲目。例如一
些孩子，10级考试的曲目弹得非常流利，但同
级别非考级曲目基本不会，可能连曲谱都看不
懂，这样真的能说是10级水平么？”

专家：
家长切勿“拔苗助长”

□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杨桂华

日前，有市民反映，哈尔滨南岗区哈尔滨
大街 541号多家商服业主私改外墙体，破墙开
窗让小区居民很担心。21日，记者在商服外墙
看到，有多处墙体已被破坏开孔，大小孔有 30
余个，正在施工改为窗户。

据小区居民李先生介绍，由于地势的原
因，该商服的地下室外墙体裸露小区内，这些
商服业主开孔，为了地下室的采光通风，第一
是不美观，另外开了这么多孔，对墙体存在一
定的安全隐患。

21日，商服所在的诚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责人表示，经统计有 13户商服在园区内外
墙体开孔增设通风口，尺寸大小不一，物业公
司在商服业户开孔的第一时间对私自改造下
达整改单，责令其恢复。但业主至今未进行整
改。

22日，南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王岗办事处
执法中队长韩磊表示，工作人员已口头通知13
家私改外墙体的商户，大部分商户比较配合，
告知限期2日内整改完毕，如果到期未进行整
改，下一步将走法律程序强制执行。

27日，韩磊队长反馈，25日，王岗镇政府
主要领导同执法局工作人员来到现场，复查核
实，发现商家仍存在整改不彻底现象，立即召
集诚泽物业及涉事商家进行协商。经过协调，
以商家出资，物业出料管理的方式尽快对墙体
修复原状，目前已基本修复完毕。

13家商户破墙
开窗私改外墙体
执法局：30多个“窟窿”
已恢复原样

满员的几台“黑车”陆续
开走后，空荡荡的广场上就
只剩下“没抢上去”的6个人，
他们拿着行李尴尬地站在广
场上继续等待。20 多分钟
后，仍不见有车来，其中一位
旅客打电话让镇里的一位亲
属帮忙叫个“拉脚”的车过
来。五六分钟后，一辆6座的
面包车驶到这里，载上了余
下的几人驶向达连河镇的方
向。到达目的地下车时，每
人收取了 10元的车费，据说
这是本地的“官价”。

这名拉客的面包车司机
说，以前达连河高铁站是有
大客车通往镇里的，每天 14

时左右定点开，现在不知为
什么没有了；由于这处高铁
站平时下车的旅客比较少，
所以正规出租车和“拉脚”的
私家车、三轮摩的都不愿意
来这儿接活。

达连河镇居民张先生
说，镇子附近建起高铁站后，
去哈尔滨、依兰和佳木斯都
方便多了；可是高铁站虽然
建得高大上，而当地配套的
设施、服务却明显缺失，道路
狭窄，车辆也少；高铁站距离
镇子太远，交通很不方便；乘
坐那些没有营运手续的“黑
车”感觉很不安全，车费也是
有点儿高。

高铁站建得高大上 配套服务没跟上

帮 你办

□文/摄 本报记者 肖劲彪

日前，有读者反映，在哈尔滨市
南岗区复旦路与哈西大街交口处，有
很多垃圾无人清理，不但影响市容市
貌，其中的生活垃圾还会滋生细菌。
26日上午，记者在复旦路人行道旁的
空地看到，此处堆放的垃圾带长约 20
余米，有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垃圾
堆放的一侧距离地铁口非常近。

附近居民孙先生介绍，这个垃圾
太影响城市形象了，这么繁华路段不
应该有这样的现象。希望相关管理
部门立即清理。

27日，哈尔滨市城市管理局立即
责成南岗区城管局解决。28日，据南
岗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反馈，27日下午
他们组织 20余人对该处垃圾进行集
中清理，并于17时将垃圾全部清理完
毕。28日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此处，
看到此处的垃圾已被清理干净。

南岗区复旦路旁
垃圾带长约20余米
南岗区城管局：垃圾全部清理完毕

□本报记者 李天池 见习记者 菅月

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本应是为了孩子全面发展，但目前哈尔滨市
各种名目繁多的培训班，却普遍有变味之嫌。无论是报班的家长还是
各类培训机构，似乎大多数都是“另有所图”。前者想着如何把报班变
成孩子上名校的敲门砖，后者则挖空心思让学生家长多掏腰包。近日，
记者对这一现象进行了采访。

日前，记者走访了哈市多家针对中小学
生的培训机构发现，琴、棋、书、画、数、文、
体……所学皆能“考级”；同时，在调查中记
者还发现，家长对于等级考试仍旧趋之若鹜。

哈市市民杨女士的女儿今年上小学三年
级，除了在校课程，课外还学了滑冰、钢琴、硬
笔书法等。而所学的每一样，杨女士都让孩
子去考证。“钢琴我们正准备考七级。”她告诉
记者：“不用证，怎么能证明孩子学过？”

市民姜先生的女儿今年读初一，他介绍，
最初是女儿自己坚持要学钢琴，后来他们觉
得考证是能够督促女儿不断进步。他说：“后
来孩子越来越抵触，好不容易考到了钢琴七
级，上初中后功课多，就不学了，本以为孩子
会利用业余时间弹奏，但是从来没见她再碰
过钢琴。”

在南岗区振兴街上，一家美术培训机构
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很多人来咨询时都会
问得非常仔细，例如证书是哪个机构颁发的、
含金量有多少等等，不少家长让孩子学习兴
趣特长，完全是为了考证而考证。”

市民薛女士说：“从我们家长的角度考虑，
考级就像考试一样，不考永远不知道学的怎
样，而且通过考级来给自己压力，才能往更高
的方向努力。”有如此想法的家长不在少数。

采访中，记者发现，最初孩子偶尔表现出
对某样特长特别感兴趣，家长则马上报班学
习；一段时间后，家长在“不考级”就白学了的
心理作用下，开始督促孩子不断向上考级考
证，渐渐地，孩子感兴趣的特长变成了负担。
在应试化的培训完成考级后，很多孩子便失
去了兴趣，甚至出现逆反心理。

家长：“不考级”就白学

从国家到地方，虽然教育部门不断在
为中小学生等级考试降温，但社会等级考
试不冷反热，记者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
不少家长寄希望于等级考试的证书，将此
作为中考、高考时一块有分量的“敲门
砖”。

市民杨女士的孩子虽然刚上幼儿园，
但她已经开始着手研究特长等级考试，她
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我省各重点高中招特
长生的计划表，如一所省重点高中计划招
25名特长生，类别包含体育类、音乐类、
美术类，具体招收项目及名额为田径
（5000 米男 0—2 人，3000 米女 0—2 人）、
乒乓球（男 0—2人，女 0—3人）、冰壶（男
0—3 人，女 0—2 人）、器乐（二胡 0—1
人）、声乐（美声唱法 0—2人）……她说：

“这不就是想让孩子去好学校容易点么？”
市民汪女士的女儿正读小学四年级，

但是每天放学都要去练习滑冰，虽然一堂
课要几百元，“为了能够取得成绩，拿到国
家级的证书，花再多钱也认！”她说：“拿到
这个证，今后读高中、读研、读博都很有
用，不管怎样都要拿下！”

实际上，这条“晋级”道路也极为不
易，一位教育人士表示，去年我省一所重
点高中将软笔书法作为入校加分项，30

名学生报名，但只招收 2名，其竞争激烈
程度可想而知。

除了家长急于求成的功利需求，培训
机构和学校也在无形中“添柴点火”。

采访中，记者看到很多培训机构将
孩子们的考级证书高高挂在墙上，用以
展示其成果。一位培训机构的教师表
示，证书对孩子择校是非常有用的，就拿
小升初来说，很多好的私立中学很看重
证书，并将其作为选优的一项重要标
准。而且很多高校招高水平艺术团除了
严苛的考试，证书也是其考察项目之
一。也有培训机构的教师表示：“虽然现
在不加分，但是可以变相减分，考级证是
最好的证明。”

而记者发现，教育部明确不鼓励青少
年参加社会艺术类考级。在一些大学的
高水平艺术团招生中，业余艺术考级证书
也只是作为参考条件之一，并不能直接加
分。但培训机构为了吸引生源，还是把考
级和升学加分作为噱头，并不断向家长

“灌输”。
此外，一些家长还纷纷表示，很多小

学校都会收取学生的考级证书，用来进行
展示，自己孩子要是没有，总觉得不是那
么回事。

视证书为升学“敲门砖”

家长为子女升学找“敲门砖”培训机构挖空心思想挣钱

中小学生“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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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本报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依兰县达连河镇的高铁站距离达连河镇六七公里，高铁抵达该站后，站外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可以选
择，旅客只能被迫接受10元一位的“黑车”才能回到镇里。可是“黑车”也不能满足旅客需要，想坐“黑车”
都得抢，没抢上的，就要通过“黑车”司机电话喊来车，才能满足所有下车旅客均返回达连河镇的需求。

根据旅客投诉的情况，近
日，记者赶到达连河高铁站了
解实际情况。当有哈尔滨至
佳木斯方向的高铁停靠达连
河车站后，共有 20 多名旅客
下车，其中少数几人被亲戚
朋友的车辆接走后，其他旅
客都想选择公交车返回达连
河镇。

但记者和这些乘客在车
站周围一番寻找，没有看到一
台正规的出租车；站前小广场
侧面有个破损的公交站牌，一
直也没有看到有公交车到来。

站外广场区有几辆私家
车和三轮摩的车主在不停地
喊着客：“到镇里，10元一位。”

实在没有其他可选的交
通工具，这些旅客们只得挤上
了这些“黑车”。几位旅客想
协商一下价格，但所有车主态
度都十分坚决，必须 10 元一
位。无奈，一些人只能选择

“黑车”。记者看到，几台三轮
摩的明显经过改装，本来只能
乘坐 2人，塞进去了 4个人，车
主依然恋恋不舍在喊客继续
招揽生意。几名旅客觉得太
危险了，多次拒绝，几台摩的
车主才离开。

站外看不到
公交车的影儿

高铁站至达连河镇公交
车为何不运营？记者拨通了
达连河镇客运站的电话，一
位工作人员回复说，这事由
依兰县运管站负责，具体情
况得问他们。记者又通过电
话向依兰县运管站询问，一
位工作人员表示，由于高铁
站客流量较少，从达连河镇
通往站里的公交车因为赔钱
已经停运了，而正规出租车

又嫌赚得少不愿意去。下一
步，运管站将派执法人员对
高铁站前非法营运的“黑车”
进行取缔；同时协调当地客
运站，通过增加资金补贴等
方式，使来往于高铁站和镇
子间的公交线路能够再继续
运营下去，同时引导正规出
租车在高铁到站时前往站里
载客，力争让旅客出行更方
便。

依兰县运管站：
取缔黑车协调恢复公交线路

何时休？

一些培训机构将等级考试作为一些培训机构将等级考试作为““噱头噱头”，”，以吸引家长以吸引家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天池李天池摄摄

商服外墙体被改成了窗户。

““黑车黑车””车主在喊客车主在喊客。。高铁站外旅客在等车前往达连河镇高铁站外旅客在等车前往达连河镇。。

复旦路旁堆放的垃圾带。

清理后的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