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2009年中考炒菜“炒”出了什么？初中升学考试 PDF转

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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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2009_c64_534736.htm 市教育局直属和鹿城区属初中

毕业生2009年中考劳技考核日前结束，其中一个必考项目是

炒菜，考核成绩将列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和中考挂钩。

从2005年开始实行“中考炒菜”至今，已有2万多名学生参加

了考试，无一人不合格。经过这么多年的劳技考核，学生的

劳动技能真的提高了吗？培养学生的劳动技能，除了考试还

有其他办法吗？记者日前对此进行了调查。 考前一周突击“

烧菜” 根据《2009年市局直属和鹿城区属初中毕业生劳动与

技术考核内容与办法的通知》，2009年初中毕业生劳动与技

术考核项目为3项，一是必考项目1项：家政训练(营养与烹

饪)，学生必须自带餐具，每人自备一道需加工的菜肴；二是

选考项目2项：在科普教育(创意模型)、种养实验(花卉种植)

两个项目中，由学生选考1项。从去年11月下旬起，各学校陆

续组织考生前往温州市学生实践基地参加考核。 “我们一般

是在考试前一个星期开始准备的。”市第九中学一位姓钟的

学生如是说。根据规定，考生对自备菜肴的主要营养成分、

搭配及对人体的作用要有比较明确的了解。对于许多连大白

菜、韭菜都分不清楚的学生而言，这个要求并不算低。 在考

场上帮不上忙，家长对考前准备自然是铆足了劲。不少学生

坦言，为了顺利通过考试又不耽误功课，父母买好菜、清洗

干净，自己只要突击“烧菜”环节就可以了。临考前，温州

四中一位朱姓学生家长还叮咛孩子要带着手套去烧菜，以防

油水溅了手，万一考不出来，要立刻给爸妈打电话。 好菜多



为“独门功” 煎牛排、葱油鱼、意大利面⋯⋯在考试现场，

学生们烧制的菜五花八门，色香味俱全。 老师也给学生烹饪

的菜肴亮出高分。温四中教务处的陈老师直夸好吃：“前几

年，学生做的大都是西红柿炒蛋，现在学生做出来的菜，花

样可多了，味道也不错，比老师做得还好。” 值得注意的是

，学生掌握的烹饪技术大多是“独门功”。记者随机采访了

十位学生，七位表示只“专攻”参加考试的这道菜，其他菜

并不会做。 中考成绩和劳动技能哪个更重要？许多家长都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市第十二中学一位周姓家长的话代表

了不少人的想法：“我们也知道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很重要，

但中考当前，全力以赴抓好学习才是第一位的，吃饭烧菜这

样的生活问题不想让他们操心。” 考试四年无人不合格 “烧

菜”考试采用现场评分办法。学校组织由班主任、任课老师

、劳技老师等组成的考评小组，在学生自评、小组互评的基

础上对每一位学生进行成绩评定。 不同学校在具体操作中虽

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所有学生都通过了考

试，没有一个人不合格。即便有个别学生将菜烧得烂糊，学

校一般也会给他们再来一次机会。 在采访中，我们也听到这

样的声音：一些学校将教育部门推行“烧菜”考试理解为单

一的“技能”考试，和素质教育并无太大关联，既然教育部

门没有硬性规定要用多少比例卡住学生，学校也就没有必要

让学生为难。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释，考试是手段，让学

生动手去做才是目的，所以在内容设置上没有对学生设卡，

不想增加学生负担。 考试能否考出劳动技能 一次“烧菜”考

试真的能“考”出学生的劳动技能吗？采访中，多数老师和

家长认为通过一次考试想提高学生的劳动能力是不现实的。



“素质教育是一项社会工程，要家庭、社会、学校三方面通

力合作、持之以恒方有成效，而不是寄希望于一次两次的考

核。”市第十二中一位老师这样说。 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

为何仍离不开考试？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认为，考试也是素

质教育的一个方面。他坦言，目前的考核项目还太单一，由

于温州市学生实践基地建设还未完全成形，一些考核项目还

无法开展。 此外，他认为如果把素质教育片面理解为“蹦蹦

跳跳”也是不准确的，素质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考核起码对“体”、“劳”这些不太为社会重视的

弱项起到引导作用。 省教育厅教研室钱万军认为，有很多东

西靠考试其实很难真正体现出来，评价体系急需引入更多元

化的办法。 对于劳动技能这样的素质教育尚未深入学校，市

教育教学研究院相关人员认为，一是受到安全、师资等因素

制约，二是家长“唯分数论”的观念根深蒂固。教育行政部

门应该出台更强有力的政策措施予以推进，并在考核上细化

综合素质评定的方案。 他山之石可以借鉴 在国外，学生劳动

技能的培养不是依靠单一的考试，而是贯穿其基础教育的整

个过程。 德国有一项法规，要求6岁到8岁的儿童要帮父母洗

碗、扫地和买东西。在美国，孩子上小学时，父母会要求其

学会打零工挣钱，学费不能完全依赖大人。为了让学生了解

“活”是怎样干出来的，美国的中学一般具备工具库，提供

汽车维修、木工制作等设施，让学生学会做工。这样的设施

，与实验室具有同等的地位。 反观我们的小学和中学教育，

虽然也有劳动技术等课程，却很难真正走进学生心里。一些

学生初三即将毕业，但在面对“烧菜”这种小学生理应会做

的活时，交出的成绩单未必让人满意。让学生的手真正动起



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更多中考信息请访问：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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