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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下午，沙河口区中小学艺术教育培

训中心以“童心逐梦，艺苑花开”为主题，举办了一

场令人难忘的汇报演出。本次活动由沙河口区教

育局主办、沙河口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承办，共青团

沙河口区委员会、西安路街道、大连市青少年刊社

等单位给予了大力支持。

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孩子们以竹笛、相声、歌

曲、小提琴、武术、朗诵、舞蹈、柳琴、古筝、书画等

艺术表现形式，展现了他们的才华与热情，节目种

类丰富，形式多样，现场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和

高度评价。

沙河口区中小学艺术教育培训中心前身是沙

河口区少年宫，现隶属于沙河口区招生考试办公

室。此次汇演不仅是对学员们艺术天赋的展示，更

是美育教育成果的生动体现。沙河口区中小学艺

术教育培训中心发挥其在校外教育领域的优势，通

过多元化的教育手段，培养新时代的“艺术少年”，

为沙河口区的教育事业注入新的活力。 周琦

望海小学校长张楠向记者介绍，“大墙上

的视力表”是学校探索项目化学习落地实践

的一个典型案例。项目化学习如今已经成为

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并推

动学生核心素养落地的重要学习方法。

张楠表示，“我们学校一直以来都十分注

重孩子的视力保护，由于课间短、操场面积有

限，不可能做到课间1200多孩子都去操场活

动，怎么能让孩子们多主动望望远？一个想法

萌生出来：在从教室窗户一眼就能看到的校墙

上搞一个大型视力表如何？”这个想法经过上

会讨论，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和称道，最终“大

墙上的视力表”被确定为学校的一个项目化学

习内容。3月开学初，项目在六年级学生中展

开，在全面参与的基础上，六年级4个班级又

单独组建了各自的核心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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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过3个月左右的研究和实践后，

4个小组均递交了详细的方案和计划书，

学校特意筹划了一场“答辩会”，请来“专

家评审团”，包括眼科医生、科研专家、学

科专家、技术专家、家长代表等。各组学

生轮番登场，先是结合PPT阐释自己的方

案，随后是专家提问，面对专家们的各种

问题，孩子们不慌不忙、思维缜密、侃侃而

谈。

对于专家建议，孩子们并不是全盘接

受，偶尔还会坚持己见并阐述充分理由，这

也赢得专家们的尊重和掌声。

一切准备就绪，终于可以“上墙了”。

粉刷用的刷子、丙烯材料、手套、梯子等都

准备好了，说干就干，孩子们分工合作忙活

得热火朝天。可刚刷了两三行图案，其中

一组同学发现了问题，实际画出来的跟方

案中测算的完全不一样，误差很大。于是

“工程”暂停，大家放下刷子，聚在一起仔细

复盘发现：一个个图案往墙上刷，事先准备

好的模板在操作中总是容易出误差。最

终，大家达成共识，在电脑上设计排好版，

到复印社打印整张的视力表不干胶，贴上

后，再把图案部分不干胶撕掉，涂上油漆，

最后将所有不干胶撕掉。第二次“上墙”实

践，孩子们精诚合作，顺利地完成任务，在

撕下不干胶后，每一个视力表下面还一同

印着制作者的名字。孩子们高兴地说：“太

荣幸了，母校我爱你！”

4个大型视力表最终完美呈现在大墙

上，而之前画错的内容，张楠决定要保留下

来，不擦掉，“错误也是学习成长的一部分，

会更加激励我们前进，放在那，让师生们一

起共勉！”

六年级学生全员参与项目

邀请“专家评审团”进行项目答辩

“大墙上的视力表”还印有制作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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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录取进行中，家长和考生擦亮眼

“内部渠道”“内部指标”

千万别信！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记者栾光煜

近期，辽宁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启动，各个批次

录取按计划进行中。然而采访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利

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将“黑手”深入了考试招生

领域，通过编造不实信息、虚假夸大宣传、制造报考焦

虑等方式，借助高科技手段实施诈骗。辽宁省招考部

门提醒家长和考生，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查询考生的

录取等相关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切勿相信“内部渠道”“内部指标”

瞧
！

案例
记者从业内人士处了解到一个案例。两年前，周先生找

到了对外宣称有门路拿到“军校内招名额”的贺某。之后，贺

某以跑腿费、打点费等为由向周先生索取37.5万元。直至招

生工作结束，周先生的女儿都没有被贺某所承诺的学校录取，

而贺某则以考试成绩不够等理由搪塞推托并且拒绝退款。同

年，某艺术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刘某向考生家长宣称自己

深耕多年，和国内许多知名艺术院校都有合作，可以帮助未在

录取范围内的考生通过“计划内预留名额”进入这些艺术院

校，先后骗取9名家长90余万元。

提醒
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急切

心态和侥幸心理，声称有内部特殊渠道、掌握内部招生名额，

或是能够通过“定向招生”“委培招生”等名义“降分录取”考

生，有的甚至还伪造公文印章，冒充军队机关或招生部门工作

人员，以达到骗取钱财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

校招生录取有严格的工作流程。高校招生计划由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统一向社会公布，未经有关省(区、市)公布的招生计划

一律不得安排招生。高校在招生省份未完成的招生计划，须

通过公开征集志愿录取，高考录取过程中不存在所谓的“内部

指标”。考生及家长要高度警惕此类“花钱能买大学名额”的

诈骗信息，切勿上当受骗。

认清不同教育类型，切莫马虎“上错学”

现象
有些考生高考分数达不到高校录取要求，但考生和家长

以为多交钱就能走捷径，从而被不法分子利用，交纳高额录取

费、手续费等。考生和家长花钱拿到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方

知上当受骗。甚至有的考生拿到毕业证书时才发现根本不是

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而是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书或者跟

班学习文凭证明，白白浪费了时间和学费。

提醒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除了普通高等教育之外，还有成人高

等教育、远程网络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多种形式。不同

的招生类别，其入学条件也不同，所取得的毕业文凭及用人单

位对它的要求也不一样。考生和家长务必要认真辨别普通高

等教育与其他教育形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进修方式。

伪造录取通知书，擦亮眼睛看仔细

现象
不法分子冒充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向考生寄送伪造的

录取通知书，发送相关的录取短信，甚至伪造虚假的招生网

站，诱骗考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的银行账号，或是以其他理由

获取个人隐私信息，进而骗取钱财。

提醒
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2024高考护航行动，开展

“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专项行动，已协调有关互

联网平台对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

号等进行了权威标识。考生和家长应认准“官网”标识，通过

官方发布、认证的网站确认录取信息，收到录取通知信息时要

注意甄别，切勿打开来源不明的网站链接，切勿在未核实账号

真伪的情况下轻易转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