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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李文
姣） 7月20日上午，记者从市教
育局获悉，我市中招本地录取工
作已经开始。市教育局发布2017
年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原则。2017
年我市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全部
在河南省中招管理系统上进行，
严格按照志愿和成绩录取。

面向全省招生
录取批次结果通报

第一批次：7 月 12 日，空
军航空实验班、海军航空实验
班。今年我市被郑州九中海军
航空班录取5人，最低分数568
分；省实验中学空军航空班录
取3人，最低分数为571分。

第二批次：7 月 14 日，宏
志班、理科实验班、国际班。
今年漯河高中面向全省录取的
宏志班共录取学生48人，最低
分数569。在该批次录取中我市
共有8人被外地学校录取。

第三批次：7 月 17 日，民
办普通高中。在该 批 次 录 取
中我市共有 17 人被外地学校
录取。

录取工作流程及学籍注册

市、县教育局依据考生填
报志愿情况及各高中招生计划
等，结合实际情况，确定录取
分数线并在系统内设置。市教
育局 （县属高中由县教科体
局） 按设置的批次志愿顺序进
行投档，投档时严格依据考生
填报志愿投档，预录工作由高
中学校操作，各高中学校须按
时完成阅档、审核、预录等各
环节工作，录取审核由市教育
局统一操作。下一批次录取只
能在上一批次录取结束后进
行，录取结果发布由市教育局
在中招管理系统上统一发布录
取结果。录取结果发布之后，
学生可以通过“中招考生服务

平台”查询录取情况。
批次录取结束，未完成招

生计划的普通高中，于 7 月 26
日上午10点前向市教育局提出
书面申请，由市教育局在河南
省普通高中综合信息管理系统
和漯河教育网上统一发布征求
志愿公告。考生按照各普通高
中征求计划，通过“中招考生
服务平台”填报征求志愿，只
有未被普通高中录取的考生才
具备选报征求志愿的资格。

新生入校后，高中学校需
要将通过中招管理系统录取并
且实际报到的学生，在高中学
籍管理系统里面进行网上报到
注册，然后由市教育局统一向
省教育厅申请注册学籍。没有
通过中招管理系统录取的学
生，将无法申请注册普通高中
学籍。省教育厅为申请注册学
籍的每一位学生分配一个学籍
辅号 （这个学籍辅号是我省普
通高中学籍管理中最重要的数

据，也是该学生高中毕业后的
毕业证号，不同于全国学籍库
里的学籍号）。学生凭学籍辅号
及身份证号码登录“河南省高
中学生服务平台”自行注册，
由学籍所在高中统一照相，之
后，录取的新生才能转化为在籍
生，具有普通高中正式学籍。凡
是学生个人没有注册或者没有
照相的学籍均为无效学籍，已
录取新生均不能成为在籍生。

投档、录取、新生报到时间

市区招生投档按考生填报
的志愿顺序投档。首先，投第
一志愿；其次，随第一志愿投
分配生；再次，未完成分配生
招生计划学校剩余的计划，由
教育局统筹安排，对所有考生
依据统招第一志愿，按分数从
高到低进行投档；最后投第二
志愿。已投档的考生不能重复
投档，投档后进入高中学校预

录过程。
由高中学校进行预录，录

取类别为宏志生、特长生、分
配生的考生，必须具有相应资
格，分配生录取按照市教育局

《关于认真做好2017年普通高中
分配生工作的通知》 的有关规
定进行，录取学生的成绩不能
低于设置的最低控制分数线。
舞阳县、临颍县高中招生投
档、录取工作，由两县参照市
区招生投档录取工作程序要
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
本县投档、录取具体细则要求。

高中学校在发放录取通知
书的同时，要从河南省普通高
中综合信息管理系统中下载考
生的联系方式，及时通知考生
已被录取，并告知考生到校报
到时间和注意事项。录取的新
生报到时间具体由各高中自行
安排，但不得晚于 8 月 10 日，
各初中学校要配合高中做好新
生录取通知书的发放等工作。

2017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原则

■见习记者 李文姣
悄然兴起的校园微电影在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刮起了一场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风。

2014年，漯河职业技术学
院 自 启 动 首 届 校 园 微电影大
赛以来，用一部部微电影，在
突出大学生活的主旋律、丰富
学生文化生活的同时，潜移默
化地将社会主义核 心 价 值 观
渗入师生心中，引导师生从
一个善念、一句善语、一次
善行和身边小事做起，争做
价值观践行的参与者、行动
者和维护者。

光影艺术诠释梦想

为鼓励校园微电影在学校中

的发展，该院成立了“校园微电
影大赛”专项领导小组，各部门
通力配合，“校园微电影大赛”
还成立了评审委员会和大众评审
团，评选出数十种奖项，每届奖
励资金4万元~5万元。

2014 年首届“校园微电影
大赛”共拍摄作品138部，推荐
参赛作品 120 部。2015 年大赛、
2016 年大赛、2017 年大赛参与
学生更多，拍摄作品300多部。

每年5月至6月，在学院大
礼堂、阶梯教室，各个教学系
依次进行微电影作品展播，院
领导深入系部，和同学们共同
观看和欣赏。

微电影斩获无数大奖

2014年，首届“校园微电
影大赛”特等奖作品 《丹桂飘
香》 获 共 青 团 中 央 举 办 的

2014G 客 G 拍青春影像微电影
大赛“优秀作品奖”和大赛唯
一的“评委会特别奖”，又获
得第三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作
品奖；2015 年，校园微电影大
赛获河南省校园文化建设一等
奖；2017 年 1 月，由教育部组
织，全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发展研究中心、光明日报社共
同举办的“第九届全国高校校
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选结
果出炉，该校申报的“打造校
园‘微电影’领军品牌，全面
推动校园文化建设”项目喜获
全 国 优 秀 成 果 奖 ； 2017 年 6
月，校园微电影大赛获教育厅
审批通过，立项为河南省高校
网络文化建设精品项目。

电影微小 影响很大

一部简单的相机、一群充

满朝气的同学，组合到一起，
就是一部校园微电影。

漯 河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校 园
微 电 影 大 赛 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通过学生喜闻乐见的形
式，以轻松活泼的艺术表现
手 法 ， 对 大 学生产生了潜移
默化的思想教育效果，已经
成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加强精神文明建
设的新阵地。

例如 《漯 职 校 园 里 的 那
抹 绿》 中 记 叙 国 旗 护 卫 队
勇 救 落 水 妇 女 的 画 面 ， 对
同 学 们 的 思 想 产 生 了 极 大
影 响。

经过 4 年的精心打造，如
今，校园微电影已融入漯河
职业技术学院师生的工作和
生活。校园微电影不仅能汇
聚社会正能量，还能推动文
明校园不断前行。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纪实之二

让核心价值观在“校园微电影”中“落地生根”
7月20日，漯河五高志愿者到帮扶村席郭村开展志愿活动。志愿者

为村里的贫困户送去了生活用品，并对村里电线杆及建筑物上的小广告
进行清除。 马永康 摄

本报讯（记者 张俊霞）记者
近日获悉，在 2017 年我市职业院
校对口升学考试中，漯河技师学院
再创佳绩。

该院对口升学班共 32 人参加
高考，其中 21 人被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本科录取，6人被专科录

取，升学率达90%，升学率连续多
年居河南省对口升学天津职业技术
师范大学第一名。

其中，王启鹏同学以640分的
总成绩位居全省第一名，李航远同
学以148分的成绩居全省电工专业
单科第一名。

近日，在老虎滩公园附近的荷花池旁，两个小女孩在戏水，看起来
很不安全。暑期是孩子自由玩耍的时间，但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本报记者 胡鸿丽 实习生 崔 珂 摄

今年对口升学再创佳绩
漯河技师学院

薇 薇 的 孩 子 刚 开 始 上 幼 儿
园，早上总是起不来，导致他上
学迟到了好多次，薇薇想了很多
办法都不管用。

直到有一天，儿子突然变得
特别勤奋，天天自己起床把闹钟
关了，还把妈妈叫醒做早餐。薇
薇忍不住问其原因，原来是儿子
和小伙伴打赌，谁迟到了就要惩
罚。薇薇不得不感叹，朋友的力
量真强大。

生活中，孩子会交到这样的
好朋友，也会交到一些不太好的
朋友，慢慢学会一些坏习惯。别

看孩子年纪小，就忽略他身旁玩
伴的作用。

小孩子的玩伴会对孩子产生
两大影响。第一点是同伴效应，
研究表明，孩子跟家庭教育理念
较好的孩子玩，会受到正面影
响，而跟生活习惯、学习方法不
太好的孩子玩，会受到负面影
响。这种影响，甚至从孩子玩伴
的父母身上就可以看到。所以有
时候，不想让孩子跟谁玩还真不
是歧视或多疑，而是怕会受到影
响，孩子性格一旦养成，想要改
变就要付出更大代价。

第二点是良性竞争和恶性竞
争，孩子一旦有同伴，会形成一
种竞争，就像文章开头所说的

“打赌”，这对孩子来说是很好
的。孩子不会陷在自己的世界
里，竞争才有进步。但是有些孩
子的竞争是良性的，互相督促学
习；有些孩子的竞争是看谁更调
皮捣蛋，并且竞争中落后的人会
受到恶劣的惩罚。孩子容易陷在
竞争中，无法区分好与坏。

孩子喜欢跟谁玩，父母到底
该不该插手？专家建议，还是要
在尊重孩子的前提下，适当引
导。如果发现问题，不能看着孩
子走向歧途，要适时制止。但家
长要注意方法，跟孩子解释清
楚，不要直接诋毁他的同伴，避
免孩子产生逆反心理。 新华

孩子跟谁玩 父母要适当引导

最近，微博上流传着一位
妈妈关于“中等生女儿”的文
章。这位妈妈说，她有个上初
中的女儿，同学都叫她 23 号。
女儿班里总共50个人，每次考
试，女儿都排名23。

“她是个 名 副 其 实 的 中
等 生 。” 这 个 外 号 让 妈 妈 觉
得 特 别 无 奈 ，“ 我 们 难 道 真
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当中
等生吗？”

这位妈妈的困惑，让许多
家长直叹“感同身受”。

小徐说：“我们这些中不溜
秋的人，就像温水里的青蛙，
走向死亡都显得那么平淡和无
力，没有反抗，没有挣扎。”小
徐在一家民办初中读初一，原
来在小学时成绩出类拔萃的他
进了这个学校后成了一个不折
不扣的中等生。小徐说，以前

小学期末，作为优秀生的自
己，老师总会在身边帮他排解
压力，告诉他放下包袱，好好
调节自己。可是今年，根本没
有这样的声音。

每年竞赛的金牌获得者只
是极少的孩子，绝大多数家庭
养育的都是平凡的孩子。家长
有健康的心态，孩子在繁重的
学业里才不会被增加精神负
担。如果父母没有耐心和信
任，常常无法看到孩子的真实
内心世界。所以，请改变和孩
子沟通的单向模式，如果我们
只是把期待抛给他们去执行，
那我们就只能离孩子越来越远。

请倾听孩子，哪怕每周只
有一次，在这一次当中，请让
孩子说，如果他不说，就从
他感兴趣的话题开始；请关
心孩子的情绪，青春期的孩

子已经会隐藏情绪，请多留意
他的情绪变化，在变化中给他
一些支持；请对孩子保持信
心，无论他表现多么糟糕，可
以批评他做错的事，但要相信
他；请跟孩子分享你的生活，
把你的事情也告诉他，把他当
作成人看待，让他成为你的

“顾问”，这样他会更愿意和
你分享他的“麻烦”。

“如果尖子生是绩优股，
那么中等生就是潜力股。”专家
说，“增加中等生的自信，提供
他们可参与的活动平台是最重
要的。孩子有自信心后，很多
事情都能解决，抓住一两次的
闪光点，将它放大，让他再往
上走一点。家长不要太急，青
春期的孩子潜力真的很大，我
们要耐心等等孩子。”

据《今早晨报》

家有中等生
更多关注鼓励让潜力股变绩优股

■莫 言
年少时我曾跟着母亲去

捡麦穗，结果母亲却被看守
人打了一耳光。多年后，我
与母亲再次与看守人在集市
上相遇，看守人已是白发苍
苍的老人，我想过去报仇，
却被母亲劝住。母亲说：“儿
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
老人，并不是一个人。”这就
是我的家风。

每个人从生下来最早接
受的就是家庭教育，受到影
响最大的也是家庭教育，这
种教育有言传有身教，甚至
我觉得身教重于言传。你生
活在这个家庭里面，你的长
辈、你的亲人，他们是一种
什么样的方式对待工作、对
待他人？这些都会对孩子产
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很多父母将孩子的差习
惯怪罪到学校身上，怪罪到
教 师 身 上 ， 怪 罪 到 孩 子 身
上，唯独没有怪罪到自己身
上。其实孩子身上的多数习
惯，都是父母有意无意培养
出来的。就像上海人说上海
话吃上海菜，四川人说四川
话吃四川菜一样，仿佛生来
就会，不需要培养。而事实

并非如此，父母每时每刻都
在教，以至于自己没有意识
到自己在教。这就是“潜教
育”，比“显教育”威力大得
多的本质教育。

优秀的孩子多是优质教
育的“结果”，问题孩子多是
问题家庭的“产物”。孩子的
问题大多不是孩子自身造成
的，而是父母问题的折射。
父母常常是孩子问题的最大
制造者，同时也是孩子改正
错误与缺点的最大障碍。

遗憾的是，现在对品德
重视的人越来越少了，以至
于 说 到 一 个 人 的 胸 襟 和 抱
负，更是我们父母们不愿讨
论的，因为与当下的考试分
数无关。而胸襟与抱负，在
一 个 人 成 长 中 是 至 关 重 要
的。我们在看人物传记时，
常常都会对人物幼年时的不
同 凡 响 留 下 极 为 深 刻 的 印
象，原因就是这种成就动机
对一个人的影响巨大。

意志、胸怀、品德等这
些重要因素不是通过父母的
说教等“显教育”就能产生
效果的，而是通过父母的行
为即“潜教育”化进孩子的
血肉里的。

孩子的优秀
浸透着父母的汗水

说 到 中 美 高 中 教 育 的 差
异，很多观点都集中在：中国
的高中教育以应试为导向、学
生负担太重。因此，不少“有
追求”的家长选择让孩子逃离
中国的“应试教育”。在他们看
来，美国的中学活动多于学
业、轻松多于压力、愉快多于
焦虑。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
院长饶毅在一次国际教育学术
会议上说：“如果把美国的高中
教育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绝对
不会是减负，而是增负。”饶毅
介绍，在美国读书，学生的负担
不仅仅来自课本、教材，美国大

学生每周的阅读量是 500 页～
800页。如此大的阅读量，如果
没有从小学到高中十几年的训
练，完成起来会相当痛苦。

都说中国学生的书包重，
其实美国的高中生的书包也很
沉。很多人觉得美国的课业负
担轻源自美国的不少课程是分
层的。比如数学，如果你对自
己没有太高的要求，或者对数
学不感兴趣，完全可以选择难
度较低的内容学习。但是，美
国的大学在选择学生时，不仅
看学生提供的 SAT 成绩，而且
要参考高中 4 年所有的考试成
绩，同时还要看一个学生平时

所选课程的难易程度。
追求“专业性”是美国学

校对待课外活动的一贯传统，
没有谁在课外活动“走过场”。
无论你选择做什么，都必须认
真做好，甚至达到专业水平。

当那么多家长把中国的教
育批评得一无是处的时候，他
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根本
没有想清楚什么是教育、要给
孩子什么样的教育，就一味地
批评，或者直接“逃离”。但
是，当这些抱有“逃离”心态
的家长到了美国后，他们在国
内遇到的问题，在美国仍然能
遇到。 新华

出国留学不应该是“逃离”
美国的高中生书包也很沉

市教育局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