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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高考、中考即将来临。一个近
乎不可思议的问题，近日在考生中
被一再提及———进考场该穿什么服
装？因为四川省已发文明令禁止考
生着校服进考场。那么，本市对高
考生和中考生的服装有特别的要求
吗？是不是会延续往年的做法，任
由学校自行规定赶考的穿着？

四川对考生着装有限制
近日，新出炉的《四川省 !"#$

年普通高考考试规则》首次明确规

定，考生不能穿校服、制服参加考试，
尽量不穿戴有金属的衣物和饰品。据
悉，这也是国内省级教育招考部门首
次对考生着装做出限制性的规定，但
该省没有给出具体的限制理由。

消息传出后引来不小议论，而
且又以疑惑居多。比如，有舆论质疑，
按理说高考的任何规定一般都应该
有利于考生，而今，禁止考生穿校服
参加高考，会让平时穿习惯了校服的
考生感到有点不自在；不穿校服而穿
“新衣”参加高考，会有点不自然，还

可能不利于考生的发挥。真不知出台
此规定是出于何种考虑。

不宜改变学生穿着习惯
华东政法大学附中校长潘敬芳

说，他们的学生平时每天穿校服上
学，已经养成习惯了，因此往年同学
们去参加中考或高考，大多数人都
是穿校服的，个别同学想穿其他服
装也完全自便。如果在考试关头，
硬要打破学生平时的穿着习惯，或
一定要与学生的穿着“对着干”，这

样反而会打破他们平静迎考的心
绪。而在中远实验学校校长陈婷看
来，考生穿校服去赶考，自己学校的
送考老师一眼就能识别出他们，既
方便了管理，也能让考生们增强集
体荣誉感。

以舒适得体吸汗为最好
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刘玉

祥说，今年上海的考场规则中没有
不允许穿校服的规定，而且也没有
收到国家考试主管部门的类似文件

要求。这就是说，穿校服进考场是完
全被允许的。
另据记者从一些基层学校了解

到，由于正值夏天，所以，毕业班老
师一般会要求考生穿着舒适、得体、
吸汗的服装，但最好不要穿着短裤、
裙子，以免在有些考场被蚊虫叮咬。
此外，女生也不要穿着太暴露的服
装，这样既容易走光，也不利于考场
上其他同学集中思想考试，还容易
被监考老师过度关注，从而影响自
己的考试心情。 本报记者 王蔚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 特约通讯
员 焦苇）昨日，由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中国教育电视台、上海市教卫工
作党委、上海市教委主办，上海师范
大学承办的“感动你我的瞬间———
寻找身边的‘张丽莉’走进上海”师
德建设论坛活动在上师大举行。本
市普教和高教系统涌现 #%位优秀
教师入选“身边的张丽莉”。
去年 &月，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

十九中学教师张丽莉奋不顾身勇救
学生的感人事迹在全社会引起强烈

反响。此次论坛上，上海市卢湾高级
中学语文老师项恩炜、上海市现代
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贾青、上海市辛
灵中学政教主任黄权、上海外国语
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语文老师樊阳、
上海市浦东新区园西小学数学老师
章爱民、上海市金山区朱泾第二小
学数学老师金粉华、上海第二工业
大学教师体育老师蔡忠明、上海市
青浦第一中学老师王晓洁等作为“寻
找身边张丽莉”活动上海推荐人，在
现场与师生分享经历与感悟。

! ! ! !本报讯（记者 易蓉）昨日，上
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
外语频道和上海现代城市国际化
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发布“!%#$国际
文化大都市排行榜”。榜单对全球
百座城市在文化发展方面的综合
实力进行评价，美国纽约排名世界
第一，英国伦敦、中国北京和法国
巴黎紧随其后与纽约形成第一集
团，中国香港和上海分列第 ##和
第 #'位，杭州位列 !%。

据悉，榜单指标设计遵循活力
（()*+,-.,）、多元（(-/01.-2)）和差
异（(-33010*40）$( 原则，以“综合
性”和“特色性”为目标选取全球
#%%座城市为样本，以文化资源、文

化历史、文化市场和文化多样性等
方面的 $%个指标研究城市文化建
设，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市政府官方
网站、各城市文化年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网站、世界银行等机构的
统计结果。
根据报告，上海作为中国的第

一大城市，在国际文化大都市文化
资源方面稍显优势位列第五，文化
市场排名进入前 !%强，但在文化
历史和文化多样性方面有待加强，
应注重文化多样性和市民参与性。
此外，虽然上海与香港分值仅相差
不到 %5&分，但综合实力方面还与
香港存在差距，需要在今后文化发
展实践中积极比对努力赶超。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艺术
类专业的学生不应该是“差生”的代
名词。上海戏剧学院昨天发布消息
称，将在明年首次启动中学校长推
荐优秀生直接升入该校各艺术类专
业的招生制度，而获得校长直推资格
的均为上海的名牌高中。这意味着，
首批获直推资格进入上戏将是本市
重点中学的高材生。上戏与首批名校
签订了合作协议，名校中包括了复
旦附中、格致高级中学、延安高级中
学和进才高级中学。

上戏副院长黄昌勇介绍，近年
来，家长、考生形成了一种观念，认
为只有学业成绩不佳的学生，才会
选择艺术类，其实这是艺术人才培

养的一种误读。一位艺术大师的成
长，不仅是靠表演功底，更要靠深
厚的文化内涵，其基础正是优秀的
学业成绩。

签约仪式前，黄昌勇副院长与
复旦附中校长郑方贤有一段精彩
的对话。黄昌勇说：“作为上海的四
大名校之一，复旦附中的毕业生
中，有许多的企业家、科学家，甚至
政治家，但唯独缺少艺术家，不能
不说是一种遗憾。”这一说法，得到
了郑方贤的认同。
据悉，为了培养重点中学高材

生的艺术兴趣，今后，上戏将通过多
种方式支持上海的中学艺术教育，
包括师资培训、艺术课程的拓展及

授课、学生艺术社团专业指导等。黄
昌勇表示，“即使是来表演系学表
演，我们也希望有一批高分考生。”

近年来，上戏在上海地区招生
生源呈逐年下滑态势。!%%6年前，
上海生源比重均保持在 $%7左右，
到了今年，这个比重下降至 #&7。
上戏的热门专业表演系，本地生源
枯竭的现象更明显，!& 人的一个
表演专业，上海本地学生仅二三
人，不足 #%7的比例。黄昌勇认为，
本地艺术类生源的缺失，已经成为
上海发展文化产业的瓶颈，上戏希
望通过与名高中的合作，有更多上
海本地的高材生爱上艺术，报考以
上戏为代表的知名艺术类院校。

! ! ! ! 昨 天 ，
!%#$ 年复旦
上海视觉艺术
学院毕业生珠
宝设计作品汇
展在上海工艺
美术博物馆
举行。这场名
为“饰·崛”展
览，融合了毕
业生以大自
然生物为创
作题材，以材
料创新和技
术创新特点，
展示了大学
生的丰富想

象力和青春活力。
本报记者 张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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