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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实力加“菜”多赢

挖掘考试背后
的教育价值
比分数更重要

学期已经结束，拿到期末考试成绩
单，可能几家欢喜几家愁。

其实，不管成绩理想与否，期末考
试都是学生学业上的一次反馈，也是孩
子和家长在学习配合方面的一次检阅，
更是一次全面的教育过程。因此，我们
在看待考试时，要超越分数局限，深入
挖掘其背后的教育价值。要关注孩子在
考试过程中的表现和努力，而不是仅仅
关注结果；要关注孩子的心理成长和情
感体验，而不是仅仅关注知识掌握情
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考试
的教育功能，帮助孩子成长为更加优
秀、更加全面的人。

首先，我们要明确，考试是对孩子
学习状态的一次检测，而非对孩子学习
好坏的定论。孩子的学习是一个持续、
动态的过程，而考试只是在这个过程中
截取的一个片段。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
特的学习节奏和方式。有的孩子可能擅
长记忆，能在考试中迅速回忆起知识
点；有的孩子则可能更擅长理解和应
用，但在记忆方面稍显不足。如果家长
和老师只关注分数，而忽略孩子在学习
过程中的努力和进步，就会对孩子造成
不必要的压力，甚至可能打击他们的自
信心和学习兴趣。

其次，考试的真正价值在于透过成
绩发现问题。当孩子考试成绩不理想
时，家长和老师不要急于批评和指责，
而应该静下心来，和孩子一起分析原
因。考试成绩不理想并不可怕，可怕的
是没有发现问题，或者发现了问题却不
去解决。家长和老师应该成为孩子的引
路人，帮助他们找到问题所在，并鼓励
他们积极面对和解决。

再次，考试不仅是对孩子学习状态
的检测，更是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一个
过程。通过考试，孩子可以清晰地看到
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分析卷面的得失情
况，总结经验，扬长避短，乘胜前进，为
下一次的考试“更上一层楼”打下扎实
的基础。

最后，考试也是帮助家长认识孩子
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实际生活中，很多
家长往往过于关注孩子的分数，而忽略
了分数背后的教育价值。他们可能会因
为孩子的一次低分而焦虑不安，就认为

“不争气”“没出息”，进而推论出孩子
“太笨”“没有希望”。这样的做法不仅无
法帮助孩子提升成绩，反而可能让他们
对学习产生抵触情绪。过度关注成绩，
对孩子期望和要求过高，无法接受孩子
的普通性，这是对孩子非理性的爱。家
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课堂，家长的情感
支持对孩子的学习成长至关重要。同
时，家长还应该注重与孩子的沟通和交
流，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为他们提
供更加个性化的教育指导。 陆青春

“全家福”新年俗
契合春节的价值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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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我们的手机相册，有很
多照片，风景照、自拍照、情侣
照、亲子照，却少有父母的照片，
以及我们与父母的合影。在新春
佳节来临之际，浙江宁波市文明
办向全体市民致以诚挚的节日
问候和美好的新春祝愿，共同营
造欢乐祥和、文明有礼的节日氛
围，并发起倡议——回家拍一张
全家福。

（1月22日《宁波晚报》）

伴随着社会变迁，拍照摄影
的门槛越来越低，“回家拍一张全
家福”是一件只要愿意人人都可
以做到的事情。作为一种新年俗，

“回家拍一张全家福”不仅促进了
家人之间的社会联结与有机团
结，也契合春节这一传统节日讲
究“和”“合”的价值内核。

曾几何时，作为一种具有象

征意义和仪式感的家庭活动，一
些家庭有重要的事情就会一家人
一起拍一张全家福。现代化进程
的滚滚车轮，让拍全家福成本更
低、效率更高，为何拍全家福的频
次越来越低？一方面，社会流动的
加速，让团聚变得更加不易；另一
方面，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
念多样化的今天，家庭成员之间
难免也会存在着“碎片间的缝隙”
以及情感上的疏离。

以血缘和伦理为核心的传统
家庭观念，不可避免会遭遇社会
个体化、个体自主化带来的冲击。
长辈与后代具有不同的“意义之
网”，难免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
上产生冲突；虽然血缘是一种天
然的社会联结纽带，但部分家庭
成员之间也产生了鲜明的、强烈
的距离感与隔阂感，导致拍全家
福很容易就被忽略和遗忘了。于

是，需要挑时间、花精力、凑人头
来专门去拍的全家福，成为一件
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作为记录家庭团聚、传承家
族情感的重要方式，全家福隐伏
着中国人对家庭的深深眷恋。它
既是一次对团圆的庆祝，也是一
种对下次再相聚的希冀……

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的当
下，置身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时代
里，总是有一些人喟叹如今年味
淡了；实际上，年俗也应该与时俱
进，“回家拍一张全家福”理应成
为一种新年俗。它是团圆最庄重
的仪式，对团圆的向往是中国人
的情感追求。一张张笑脸，一个个
温暖的家庭，镜头里，是家的特
写，是爱的景深。家和万事兴，当
更多家庭都能够和和美美，一个
国家自然会更有生机与活力。

杨朝清

“哇！我得到了一根甘
蔗。”“我的是年糕和大头
菜！”1月18日，宁海县深甽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期末颁奖

仪式，获奖的同学们不仅带着
奖状回家，还手抱肩扛一份特殊
的果蔬等“食在”礼物。甘蔗、年
糕、竹笋、大蒜、大头菜……

（1月21日《现代金报》）

期末奖品是竹笋年糕大头
菜。这一独特的举措宛如一颗投
入教育湖泊的石子，泛起层层涟
漪。

表面上看，这些奖品是那么
普通，甘蔗、年糕、竹笋、大头菜等
不过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然而，当它们被作为期末奖品时，
就被赋予了全新意义。

在现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加快，许多孩子的生
活中逐渐缺失了农耕的元素。他
们不知道粮食是如何得来的，蔬
菜是怎样长大的。而农产品奖品
则是一把钥匙，打开了他们了解
农耕文化的大门。当学生们领到
自己种植收获的成果时，他们会
对农业生产有了最直观的认识，
意识到农民劳作的艰辛和不易，
从而懂得珍惜每一粒粮食，尊重
劳动成果。

同时，这些“食在”的奖品也
丰富了人文教育的内涵。教育不
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品德的
培养、价值观的塑造。通过这些农
产品奖品，学校向学生传递了一
种重视劳动、崇尚自然、感恩质朴
生活的价值观。这种人文教育与
农耕文化共生共长。在耕读的过
程中，学生们学会了耐心、坚持和

团队协作，这些都是人文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从更广泛的教育
意义来看，学校的选择是一种创
新实践。传统的期末奖品往往是
文具、书籍之类，而深甽镇中心小
学的农产品奖品打破了常规，让
大家意识到文化传承与教育教学
可以有如此生动有趣的结合方
式。

让农耕文化与人文教育共生
共长还需要更多努力。学校可以
进一步拓展农耕文化教育的形
式，例如开展农耕文化主题的讲
座、让家长参与到耕读园的教育
活动中等。这样的教育理念也可
以走出校园，影响到家庭教育和
社会教育。让全社会的孩子都在
农耕文化的熏陶下，成长为懂得
感恩、珍惜劳动成果、具有深厚人
文素养的人。 郭元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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