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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好老师”定标准并非多此一举
文/何勇海

这几天，不少家长和学校
老师都打来电话咨询今年的
《名校名师名卷》什么时候出
版？经过精心筹备，由本报联
合全国23家主流媒体共同策
划，邀请全国24省区24所名校
组编的《名校名师名卷·2018
全国24省（区）24名校高考模
拟试卷》（以下简称《名校名师
名卷》），已经于近日由陕西师
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面世了。

从2016年开始，本报与
全国23家主流媒体共同策
划，邀请全国24省区24所名
校组编的《名校名师名卷》受
到了广大家长和考生的一致
好评，两年来，千千万万的考

生从中受益。在2017年，我们
还邀请到呼和浩特市第二中
学的优秀教师，承担语文、文
科数学、文综的编写工作，助
力区内高中生备战高考。

根据统计，2016年高考
《名校名师名卷》与2016年全
国卷真题试题具有很高的相
似度。例如：语文100%押中
全国Ⅱ卷“名篇名句默写”三
篇文章，2016全国Ⅱ卷真题
默写《蜀道难》《阿房宫赋》
《孟子·鱼我所欲也》，在2016
高考《名校名师名卷》试题中
全部出现。2016年高考《名校
名师名卷》英语科目，与全国
Ⅰ卷考察点相似的很多。其

中最受关注的是，英语作文
中，2016高考真题和名卷出
现高度相似题材，一个是写
应聘申请，一个是应聘申请
请别人修改，这一考题有25
分；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
卷》与全国Ⅰ卷文科数学相
似题型总计111分，相似度高
达74%；全国Ⅱ卷文科数学
中的真题，有123分题在2016
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中可
以找到相似题或同考点题，
相似度达82%。其中选择题中
的集合、椭圆的离心率、三角
函数图像同考点的试题出现
高度形似题。全国卷数学理
科试题Ⅰ卷有97分，Ⅱ卷有

89分试题与2016年高考《名
校名师名卷》中试题相似，相
似度分别达到64%和59%。

2017年高考《名校名师
名卷》与2017年全国卷真题
试题相似度也高达85%。在
语文科目中，《名校名师名
卷》押中2017高考山东卷的
作文题“24小时经营模式书
店”，100%押中全国卷“名篇
名句默写”三篇文章，2017全
国I、Ⅱ、III卷真题默写《庄
子·逍遥游》、《阿房宫赋》、
《荀子·劝学》，在2017高考
《名校名师名卷》试题中全部
出现。现代文阅读、作文都有
高度相似的题。

在文综科目里，2017《名
校名师名卷》与全国I、II、III
卷文综试题相似题型总计
180分，相似度60%；“宏观调
控”、“政府在供给侧结构改
革中怎么办”这些考点被郑
州外国语中学老师命中，名
卷试题同素材、同考察点试
题出现在全国II卷中。

在理综科目中，全国III卷
50%试题在名卷中可以找到相
似题，《名校名师名卷》与全国
II卷理综试题相似题型总计超
过150分，相似度超过50%；与
全国III卷试题相似题型总计
分137，相似度45%。其中名卷
出现1道与全国II卷高度相似

大题，均是“带电粒子在磁场
中的运动”这个知识点。

现在，《2018名校名师名
卷》100套现货已到本报，请
大家抓紧时间订购。《2018名
校名师名卷》全国统一售价：
198元/套（分文理科）

咨询预订电话：

0471-6651117

团购电话：15248127535

购买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西

护城河北街南口路东（新客

商城实体体验店一店）

呼和浩特市金桥开发区

内蒙古日报社大门东侧（新

客商城实体体验店二店）

家有考生的注意了！2018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来了！

据新华社报道，杭州

市上城区向全区小学和初

中老师推广“好老师”标

准，细化到78条工作细则，

获得不少认可。某实验学

校实行78条后效果也十分

明显。但也有教育界人士

提出质疑，认为规则会“抹

杀教师的个性”。

事实上，我们对“好老

师”的要求，就是要融入日

常、融入细节、融入一点一

滴的行为。像78条所提的

那样，“要为家长和学生保

守秘密”“无特殊原因，教

师不坐着给学生上课”“与

学生交谈时，不干其他无

关的事情”，等等，看似都

是小事，实则处处皆教育。

小事成就大事，细节决定

成败，老师在学生面前的

每一个细节都是一个教

材，都是一次教育，不可不

慎重。于此而言，“好老师”

的标准并非琐细约束。

对于什么样的老师是

“好老师”，笼统说法是“学

为人师，行为世范”，再细

化一点则是———有理想信

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这些都是

对“好老师”的经典总结。

但在具体检验、评判时，这

些大标准需要落实到小细

节，更精准的行为细则，更

有利于老师们提升自己，

增强教育教学的表现力和

引导性。

原本很正常的78条

“好教师”标准引发质疑，

其实是由“重教书、轻育

人”的教育现状造成的。教

书与育人本来是有机联

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长

期以来，重教书、轻育人之

举非常普遍。在教书方面

对老师提出的条条框框

多，在育人方面则比较少。

当在育人方面提出过多要

求，哪怕是“不在学生面前

乱发脾气”等最基本的要

求，也觉得不正常，这其实

才是不正常的。

有一种“好老师”叫

“细节育人”。期待有更多

地方关注教育细节，在这

方面提出可量化、可操作

的行为标准，让老师们既

精于授业解惑，更注重用

细节来传道、育人，因为教

育无小事，细节见本心。

评 论 投 稿 信 箱 ：

bfxbbtxw@163.com，请注

明“本土声音投稿”。

近日，深圳市消委会

对外公布了28个品牌30款

塑料手机壳的比较试验结

果，其中5款手机壳检出了

有毒有害物质，苹果生产的

手机壳“榜上有名”。深圳消

委会提醒广大消费者，应通

过正规渠道购买有品牌的

手机壳，同时警惕闪粉水钻

手机壳（铅含量超出标准限

值1550倍），越漂亮的手机

壳可能越有“毒”。

事实上，早在2013年9

月，央视一则手机壳会超标

释放致癌物质甲醛的消息，

就让很多网友“大吃一惊”。

专家表示，使用这样的产品

会增加身体吸入更多甲醛的

风险，增加患癌几率。

也就是说，“手机壳可

能有毒”是有科学依据和测

试标准的。可对消费者来

说，我们并无鉴别“有毒手

机壳”的能力。所以防止“有

毒手机壳”，靠消费者自己

把关，显然靠不住。

在笔者看来，“手机壳

可能有毒”更是对监管的提

醒。要让消费者用得放心，

对手机壳的安全监管不容

忽视。首先需制订国家强制

性手机壳生产与测试标准，

对其化学成分的含量作出

要求。同时，对其生产、销售

的监管也要提升。手机壳涉

及化学安全，对技术性、专

业性要求更高，在这方面还

要多“补课”。此外，有必要

对生产企业实行严格的准

入制度和管理规范，规定企

业经过认证才能生产，产品

通过检测才能上市，将不合

格企业与产品挤出市场。

违章停车被交警贴
了罚单，呼和浩特市的王
某某不仅不吸取教训，反
而在网上发帖辱骂交警。
4月13日，记者从呼和浩
特市回民区公安分局中
山西路派出所了解到，王
某某已经被警方依法行
政拘留。（4月16日《北方
新报》）

被贴罚单是哪个司

机也不愿遇到的事情，心

里有些牢骚也属正常。但

既然做了错事，就得接受

被罚的现实；如果觉得交

警执法有误，可以质疑，

可以申请交通违章行政

复议，给自己讨个公道。

可王某某面对罚单，却做

出了极端的反应，网上发

帖辱骂交警以泄愤。私下

骂人只是个人品质问题，

于网络这个公开的场合

广而告之，性质就恶劣多

了。这种只图口舌之快的

举动，于事无补，反而给

自己添乱。不仅罚单照

吃，辱骂交警的违法行为

又把他送进拘留所。

交警执法是代表法

律，不是个人行为。对正

常执法的交警不满，进行

人身攻击，其实就是对法

律的藐视。我们尊重法律

条款，也应尊重执法者，

这是每位司机应该自觉

形成的好素养。

4月14日，呼和浩特市
公安局开发区公安分局刑
警大队民警向媒体通报了
一起特大网络婚恋诈骗
案，没想到行骗的却是远
在千里之外的一名男子。

（4月16日《北方新报》）

杨玉明评论说：当下，一

些人通过网络谈对象，也确

实有谈成功的例子。但是，网

络毕竟是虚拟世界。我们并

不是全盘否定网恋，而是对

于网恋不能“一网情深”，轻

易相信对方，还有求必应。我

们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个“访

亲”环节，也就是做到知根知

底；那么在网络中，同样要有

警惕和防范心理。比如，如果

交往时间不长，就要求给予

财物支持，此时就要断定有

可能遇到骗子。警惕性高一

些，上当受骗就会少一些。

◎◎读者热评

攻击执法者是对法律的藐视
文/南 木 画/沈海涛

◎◎画里话外

“有毒”手机壳不能仅靠消费者把关
文/付 彪

“一网情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