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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强则国家强

2019年12月17日晚，晚报记者的电话格外繁忙。“朋友圈里都在传今年中招体育考试要考篮球、足球，真的假的？孩
子们可都没练过这两样啊！”类似的问题问了一遍又一遍，每名家长都焦急的在等待记者明确的回答。很快，记者用准确
信息解开了大家的疑惑——我市中招体育考试增加篮球运球或足球运球（二选一）项目，2020年仅为抽校试点项目，不计
入考生体育考试总分。

为什么大家遇到了教育问题首先想到的会是咨询京九晚报？因为教育一直是京九晚报关注的重头戏。创刊20年，
京九晚报用数不胜数的新闻报道来支持孩子们的学习，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当孩子们将要步入社会的时候，京九
晚报同样跟随他们的脚步，为他们遮风挡雨。做一个有责任的媒体，要从关心孩子成长做起，这是京九晚报20年来不变
的新闻准则。

从中招、高招报名开始，京九晚报就开始融入考生的
生活。报名要留意什么、体检要注意什么、如何备考中
招体育、考前如何排解心理压力、对我市中招政策进行
解读，展开与社会各界的互动为考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考
试环境……

中高考考查的是对知识的掌握，同时考查的也是考生
对试卷、考试的整体把握能力。在高考开始前，考生最需
要的是对其考试技巧的指导。2007年高考前，京九晚报记
者专程寻访参加过高考阅卷的老师，从他们那里了解到最
全面的高考阅卷规则，通过系列报道的方式提供给考生，

告诉考生必须掌握的答题技巧。
考试结束之后，考生更多时候比拼的是对招生政策的

熟悉程度，以及对填报志愿技巧的把握。2009年的夏天，
京九晚报“高考直通车”疾驰而来，在向考生及时发布我省
政策的同时，还在不断提醒高考在高招中必须留意的事
项。在我市中招录取统一在省高中阶段教育招生信息服
务平台运行后，京九晚报又开启了对中招政策宣传的新篇
章。如何选择志愿，什么时候高招补录，怎样把握最后的
录取机会……每年，在这个考生最需要的时候，京九晚报
会以最快的速度把信息传递到考生手中。

做学生的交心知己

减负、素质教育、新课改……当一
个又一个的教育改革迎面而来之时，
大多数人把目光盯在了事件最光鲜亮
丽的一面。但很多时候，教育还需要
另一面的反思。就如减负、素质教育
的口号喊了多年之后，学生的负担到
底如何，素质教育有没有带来实效？
这些问题又有几人能够回答。

其实，要得到答案很简单，只需要
称一称学生书包的分量。2008年1月
份，京九晚报记者来到校园，用一把弹
簧秤给小学生的书包称重量。称重的
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三四公斤的书包
对小学生来说过于平常，最重的一个
书包甚至达到了 5.8公斤。过重的书
包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身体发育，还会
在孩子的心理上造成抵触学习的负
担。而要破解书包过重的难题，受采
访的老师给出了真正推行素质教育，
合理安排课程设置的药方。

小学在改革，高中也在改革。
2008年秋季开学后，高中课改开始，对
于老师和学生来说，课改后的一些课
程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08
年 7月 23日的京九晚报教育版中，市
一高化学老师张正伟说出了对高中课
改的看法。他说，按老师们的理解，新
课改放弃了以往偏重知识点掌握的教
学方式，把教学重点放在了学生综合
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培养上，这就是新
课改的核心。知道了高中课改的核
心，也就为高中生备战高考指明了努
力的重点。

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2007年高考成绩刚刚发布，晚报
记者便找到当年我市的高考“状元”，
向他们请教取得高分的秘诀。2007年
7月 4日，京九晚报教育版刊登出 4名
高考“状元”的学习心得。在 4人看
来，自己之所以考出高分，总结成一句
话，就是他们的成功源自科学的学习
方法+十足的勤奋。2008年高考冲刺
阶段，京九晚报记者再次采访到4人，
让他们为考生最后阶段的复习提出建
议，指导考生备战高考。

每年高考结束后，记者都会在第
一时间推出对我市优秀高中语文教师
的专访，请他们分析高考作文命题，讲
解高分作文立意要点，指出选题方法，
讲授作文语言重点。通过这些老师对
高考作文得分点和失分点的，即帮助
考生更加准确地判断自己的作文得
分，也为低年级考生熟悉、掌握高考作
文写作攻略提供了帮助。

做学生的贴心人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晚报深知，现
在的学生，就是国家的未来。

从最初的单版面教育新闻，发展到后来包括教育在
线、职场考场、校园内外在内的多版面教育专刊；从刚开始
仅仅对教育新闻的概要报道，发展到后来对众多教育现
象、教育改革的深入挖掘。京九晚报一直在走一条关注教

育，为学生和家长服务的民生路线。
当学生脱离校园，开始步入社会时，京九晚报教育新

闻仍然会在第一时间为他们提供求职就业方面的信息帮
助。2006年、2007年，京九晚报记者连续两年深入大学生
家教群体，了解他们的工作状况，并发布信息为他们的求
职提供帮助。当大学生家教面临劳动纠纷时，又是京九晚
报站出来为他们分忧解难。

做学生的“小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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