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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蚌埠路第四小学自

1962年建校以来，一直是瑶海区

体育传统强校，在整个瑶海区的

教育体育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1988年创立特殊教育班

级以来，取得了丰硕的特教成果，

是合肥乃至安徽省特奥运动明星

学校。为了创建体育类的特色学

校，在校领导的带领下，该校坚持

“以体塑德，以体启智，以体促发

展”的办学思想，相继挂牌成立了

棋牌俱乐部、田径俱乐部、特奥俱

乐部和乒乓球俱乐部，以四个俱

乐部为依托开展丰富多彩的特色

体育活动。

2009年，合肥市蚌埠路第四

小学被批准为安徽省棋类普通级

传统项目学校。该校以棋牌俱乐

部为中心，和合肥棋院深度合作，

加大对棋类校本课程开发力度，

相继开发了《中国象棋入门教程》

和《国际象棋入门教程》，并将其

作为棋课的教材。如今已做到班

班有棋课，生生会下棋。2010年，

学校和棋院合作举行了“象棋大

师余四海车轮表演赛”；协办了第

四届全国体育大会象棋大师车轮

赛，来自全国20位中国象棋顶级

高手同时对弈120位该校小棋童。

多年来，该校田径代表队多

次获得瑶海区中小学生体育运动

会第一名，于2010年再度获得合

肥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会首位。为

保证“阳光体育”的顺利开展，成

立了田径俱乐部，开展丰富多彩

的体育活动，鼓励学生走到阳光

下，积极参加体育运动。

该校乒乓球俱乐部自成立以

来，先后设立了2个乒乓球室，投

资建立了8个室外乒乓球台，让

师生在课余时间投身其中，乐在

其中，真正形成良好的体育氛围，

带动体育特色的发展。

蚌四小的特奥运动同样多点

开花。学校将肢体运动、基本生

活自理能力、活动能力等的训练

纳入课堂教学，对喜爱体育运动

的智障孩子，学校对其重点培养，

有针对性开设体育训练。该校徐

宁宁同学先后被授予“全国自强

不息好少年”、“安徽省优秀运动

员”等荣誉称号。她和管燕、高星

同学同时被授予“特奥运动员领

袖”荣誉称号。2010年12月，合肥

市首个“安徽省特奥训练基地”在

蚌四小挂牌成立。智障少年何恩

泽在今年被评为“江淮十佳少

年”，智障少年王红蕾也在今年被

评为“安徽省优秀少先队员”。

创建体育特色学校以来，蚌

四小学生的身体素质得到很大提

高，创建三年，学生体质健康测试

达标率已高达 98％。据该校的

一项调查统计显示，蚌四小学生

的近视率已降至2.34％。过去三

年，学校共取得市级以上集体荣

誉 40项，其中市级23项、省级11

项、国家级6项，师生共取得市级

以上荣誉298项。学校先后获得

了“全国文明礼仪示范基地”、“全

国普法工作先进单位”、“安徽省

普通级体育（棋类）传统项目学

校”、“合肥市平安校园”、合肥市

首届残疾人文艺汇演“优秀组织

奖”等荣誉称号。在瑶海区秋季

运动会上，连续多年名列区小学

普通组首位，并且在2010年合肥

市中小学田径运动上，再度获得

小学组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凌晓东校长表示，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升是一项长期性的任

务，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入推行

“体育特色学校”创建的目标和要

求，结合“学生阳光体育运动”，利

用大课间和第二课堂设置体育技

能活动课程，发展学生喜欢的体

育和艺术技能，确保让每个学生

掌握两项运动技能和一项艺术技

能，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闻波

瑶海明珠：璀璨的合肥蚌埠路第四小学
合肥市蚌埠路第四小学体育特色工作纪实

每年的高考命题难易程度是考生

和家长最为关注的，题目难了遭埋怨，

出容易了又被“骂”，称其没有区分度，

不利于选拔人才。对此，刘海峰的观点

是，高考命题要在保持考试的难度和区

分度的同时不加重考生的课业负担，从

理论上说，考试应该用教材中的重大问

题或重要的知识要点来命题，这样可以

学用一致地选拔有用之才。可是从命

题的实际运作来看，考试制度实行较长

时期后，若教材和考试大纲未变而又不

允许超纲，则很容易出偏题甚至怪题，

为了保持区分度和难度，出题者往往不

按常规命题以扩大命题的范围。但出

偏题势必增加考生的学习负担，使考生

穷于应付，并随时迎合新内容和新题型

想出新的对策，于是便会出现水涨船

高、层层加码的命题趋难现象。所以高

考命题不应太难，也不应该太容易，要

保持一定的区分度。

（上接D4版）

话题二：高考命题是难好还是容易好？

著名高考研究专家刘海峰来皖回应高考四大焦点话题

不赞成本专科分考或“一年多考”

未来高考或实行分类考试，自主招

生未来将走向何方？对此，刘海峰分析

说，自主招生的试点高校从 2001 年的 3

所，到2003年的22所，发展到2010年的

80所，规模逐渐扩大。2010年 11月中旬

以后改称“中国高水平大学联合招生”，

刘海峰说，这是高考改革的一块“试验

田”，自主招生实施多年来，除了人们关注

的不利于农村考生等公平问题以外，自主

招生在试点过程中，还面临着以下几个问

题或困难：一是招考工作量大，人力和时

间成本很高；二是许多大学拟录取的学生

或者高考没有上线，白忙活一场；三是计

划录取且高考上线者报到率往往又不理

想，录取成为对考生单方面有利的事情，

当高考上线后志愿填报到其他名牌大学

去，原拟录取的高校毫无约束力；四是自

主招生拟录取者还需参加高考，实际上变

相成为加分考试。

刘海峰对所谓“中国高水平大学联

合招生”提出自己的设想，建议所有试行

自主招生的高校都采用由教育部考试中

心命题的联合考试，考试时间可以安排在

2月份的第3周的周末。考完后尽快公布

考试成绩，根据各校要求的联考基本分数

线，上线考生于3月上中旬到选择报考的

大学去参加自主招生的面试。面试决定

录取后便生效，不必再参加6月上旬的高

考，未录取者还可参加高考。

刘海峰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第十二章“考试招生制度

改革”中也已提出“探索有的科目一年多

次考试”的办法。他认为，在近年内，高

考的多数科目考试次数不必增加。因为

国内的高考竞争激烈，多次考试取最好

成绩决定录取，有多少次考试，多数学生

就会参加多少次考试，必将加重考生的

负担。多数家长都不甘心让孩子读名不

见经传的大学，只要有可能，总希望上更

好的大学。而只要存在竞争，便会有竞

争压力。在高度重视子女教育的社会文

化氛围中，改变统一考试不会减轻学生

的负担和压力。考试次数增加了，不仅

不会减轻学生负担，可能还会加重学生

学习负担。

话题三：自主招生是分开考还是统考？

话题四：高考能否实行一年内多次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