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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各大高校的录取通知书是越来越“卷”了：3D
镂空校门、古书装订排版、各式赠品文创……在这个“盛产
喜讯”的季节，即将步入大学校园的年轻学子纷纷晒出收
到通知书，许多网友一边满怀羡慕，一边不吝祝福。

录取通知书都在“卷”什么？纵观近年来的各式“花
样”，综合类院校“卷”的往往是历史底蕴和文化含量：传统
年画，手绘风景，特制盲盒福袋，封面上的潞绸、云纹……
可以说是带着“非遗”赶“国潮”。而理工类院校则更痴迷
于硬核技术：你祭出会唱歌的“5G钢”，我藏一把能上太空
的“金钥匙”，千言万语说不完，自研芯片全“cover”……主
打的就是“炫技”。有趣的是，录取通知书创意最密集的地
方，往往也折射出高等教育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乃至全社
会的关键议题和关注方向。

说到底，各大高校在录取通知书上挖空心思，展示自
身形象，其首要目的还是“抢人”。都说“见字如面”，那如
果这份“邀请函”能做到文字画面齐全，立体结构设计，各
种技术加持，考生自然能够更直观地了解一所学校，感受
到满满的诚意。换个角度来看，勤奋求学的少年经历过高
考的试炼，如今就要步入人生的新阶段，他们也当得起这
份充满仪式感的礼物。

高校“独宠”新生，难免有人想要“雨露均沾”。评论
区里出现最多的便是：“录取通知书能不能以旧换新？”

“手里的‘土文物’不香了！”看到录取通知书“全面升级”，
在校和已毕业的学长学姐们恐怕是心情最为复杂的一群

人了。然而在各大社交平台上，他们一面“抱怨”，一面则
是卖力地为自家高校“站台打Call”，或是耐心地向学弟学
妹们讲解报到和大学生活中的注意事项。若是沿着录取
通知书的变迁一路看去，或许也是一脉温暖的传承：不同
时代的校徽、前辈校友的心血、发人深省的校训，它们见
证着一所学校的发展变化，同样将不变的精神元素融入
其中。

打开这份精心准备的录取通知书，亦是开启了“大学
第一课”。这一课可以是校史课——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沉甸甸的，随着“时光齿轮”的旋转，校园的往昔和
当下交相辉映，手动拼装好带有校史元素的立体书立，亦
可重温战火纷飞的年代和挥汗建设的岁月；这一课可以是
军理课——哈尔滨工程大学用一份“来自深海的邀请”诉
说海洋强国的使命，一颗万米深海的水珠、一组潜艇造型
的文创，比千言万语还令人热血沸腾；这一课更可以是治
学课——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从《四库全书》中来，也象
征着竺可桢院士及历代校友在保护传承文脉领域的坚守
和担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这些课本外的知识在不
经意间影响着学子的人生轨迹。

从录取通知书中，我们读出历史的厚重，亦可抓住年
轻的创意，更能窥见未来与梦想。一版版的录取通知书，
见证一所学校的似水流年，伴随一代代校友的青春岁月，
也将开启新一批学子的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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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录取通知书里读出花样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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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等地出台政策促进旅游业发展，其中提到
对偏离成本、价格过高、群众反映较大的景区交通工具票
价予以重新核定，降低价格，并提出“不得通过景区交通工
具谋取过高利润”，引发网民一片叫好。

游客苦景区宰客摆渡车久矣：“有的景区把游客接
待中心设在几公里外，只能坐摆渡车上去。”“有的景区
大门离景点还有几公里远，不坐摆渡车要走半个多小
时。”“大门越建越远，表面上说是限流，实际上就是为
了牟利。”

依靠各类摆渡车花式“创收”，已然成了不少景区的惯

常操作。不可否认，有一些是出于交通限流、景区保护的
考量，但若偏离成本，设置过高的价格，很难不让人质疑景
区在“圈钱”。

有网民称：“出来玩就得花钱，但不能花冤枉钱。”“这
种景区，我是不会再去的，也不会推荐别人去。”说到底，只
有提升游览体验，才能提升景区口碑。景区可以创收，但
创收要让游客钱花得“物有所值”。此次四川等地顺应游
客诉求，整治景区摆渡车宰客行为，为相关景区做出了示
范，希望更多景区加紧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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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摆渡车宰客，该好好治治了

据《成都商报》报道，近日，一位山东妈妈在网上分享
了自家孩子的数学试卷，其中有一道题要求根据某病人连
续3天每隔6小时的体温统计图作答。图片显示，从第二
天下午开始，病人体温平稳，逐渐回归正常值。面对图后

“从以上统计图中，你还能得到什么信息？”的问题，孩子作
答：“这个病人快好了”，却被老师扣掉了4分。对此，网友质
疑：“难道不对吗？这不是开放式的题目吗？”更有不少亮出
工作证的医务工作者在评论区“联名发声”，表示对“病人”
进行会诊后得出结论：“孩子没说错，请把这4分还给他。”

一次普通的学科考试，一道4分的小题，却引发大量关
注与热议，这体现出网友对教育理念和教学质量的关心，
以及对刻板僵化评判标准的不满。即便孩子妈妈已公布
了“正确答案”，即“从哪天到哪天体温相对稳定”，但很多
网友仍不理解孩子给出的答案究竟何错之有。

诚然，数学试卷固然重点考核数学方面的知识和能
力，而考生作答的“这个病人快好了”，却是医学层面的判
断。但谁能否认“这个病人快好了”，就不是从统计图中读
出的信息呢？

改革应试教育、强化素质教育，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才有

了这场由“小题目”引发的“大讨论”。诚如有专家指出，此事
的看点是开放式命题仍遭遇标准答案思维。从标准答案思维
看，这名小学生的答案不符合命题要求，应扣除4分。但从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综合素质看，应摆脱标准答案思维，鼓励
学生观察、思考，只要答案合情合理，就应该给分。

2021年，教育部办公厅曾在《关于做好2022年中考命
题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根据不同学科特点，合理设置试
卷试题结构，减少记忆性试题，增加探究性、开放性、综合
性试题，坚决防止偏题怪题，促进有效考查学生综合素
质。由此解读，多出些开放式命题或不失为有益尝试。这
不仅考验着出题者的理念、能力与智慧，也同样需要阅卷
人拥有开放式思维、包容多种答案。

爱因斯坦曾经说：“想象力比知识更为重要，因为知识
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却推动着知识的进步，是知识进化的
源泉。”

眼下，“这个病人快好了”的答案，让人们看到了孩子
小脑瓜里迸发出的想象力，对此，期待成人世界能多些珍
视和呵护、尊重与和鼓励，少些否定和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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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4分还给孩子”反映出的网民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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