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箴言

美国作家波兹曼在他的《娱乐至死》中
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多数美国人宁
愿终日沉迷于肤浅的电视节目而拒绝阅读
与深入思考？ 3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愈发严
重，而且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许多今日
的中国年轻人沉迷于大众传媒，更由于网络
技术的发达，愈发习惯了娱乐化、碎片化地
接受信息。 将这一部分不占少数的人称之为
“思想肤浅，精神萎靡”是不过分的。 谁该对
此负责？ 我们的教育制度首先应担责。

有言道：“教育的意义在于改变人们娱
乐的方式。 ”这是说教育不仅是要赋予人专
业技能，更要从根本上培育一个人的精神世
界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从宏观
的角度而言，只有大多数人拥有了健全的精
神、深刻的思考以及创新的意识，整个社会
才可能真正腾飞，在经济、文化等领域获得
长远的良性发展。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对理想中的中学教
育提出三点设想：

多元而自由的教育空间。 在这个理想学

校中，每个老师都可以采取自己喜欢并擅长
的教学模式，提供给学生多种选择。 教学地
点、时间、进度安排都可以因老师而异，而不
必采取统一的课程要求。 学生不会被限制在
某一种固定的模式中， 他们通过不同理念、
风格的老师教学， 收获不同的学习方法、思
维模式。 相应地，学生也可以自由选择课程，
不仅是选择学习风格，也选择学习内容。 这
一切将有助于学生更高效、更有兴趣地进行
学习，宽松自由的环境也将激发他们创新的
活力。

学校与社会之间开放性的互动。 学校将
不再是一个封闭的、 与社会隔绝的孤岛，而
是开放性的学习场所。 为什么教育者必须是
职业教师？ 我们完全可以请社会中的律师、
医生、警官等不同从业者，到学校来为同学
们传授知识，不是一次性的讲座，而是制度
化的合作。 学生也会走出校园，在不同的工
作场所进行社会实践。 他们收获的将不仅仅
是不同于书本的知识与理念，更有着团队合
作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

学校内相互尊重、平等友爱的人际关系。
要想让学生们获得健全的人格，建立新型的
人际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师生间不再是传统
的尊卑关系，而是平等、相互学习的关系；同
学之间不再是惨烈的竞争与淘汰，而是成为
合作性的学习共同体。 除了满足人天生的对
友爱关系的需要之外，合作性的学习也是更
具有实际价值的。

正如哲学与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就个
人而言，肉体的诞生之后，人的诞生过程仍
在继续，人的整个一生不是别的而正是诞下
自己的过程。 这种诞生，即是指精神的发展，
它是以对友爱、求知、创造等基本心理需求
的满足为途径的。 教育则应当是一种助产
术， 帮助每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些需求，
并使之得到满足和维护。

唯有如此， 一个人才可能其内是独立、
健全的精神与人格，其外可以卓有成效地相
互合作，为社会贡献创新思维的力量。 这种
从“人”出发的新教育观，必将有助于我们进
行根本性的社会变革。

理想的教育不会把人改造成工具
□ 江学勤 刘周岩

实力比脸蛋更能创造“生产力”

谁理解听话孩子的内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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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快乐的童年，培养独立人格的合格公民，这不论对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庭来说，都是十分现实的课题。
□ 熊丙奇

据《成都商报》8 月 16 日报道：8 月 12
日晚， 四川省自贡市富顺县安溪镇毛桥社
区 3 岁女童琪琪（化名）外出玩耍失踪，上
百人寻找两天未果， 经警方调查， 邻居家
13 岁女孩小敏称， 当晚自己送琪琪回家，
开门时不小心将她撞倒，以为撞死人，因担
心家里赔不起钱，心里害怕，遂将其扔进粪
坑。

这起悲剧， 与当年的药家鑫案颇为类
似，同样是惹祸之后，担心“麻烦”，然后采
取另一个更为错误的方式来“弥补”错误，
结果铸成大错。 而且，这类事，出现在平时
“听话”、“懂事” 的孩子身上的几率更
高———在事发之后， 网友通常指责这些是
为当事人开脱罪责的“托辞”。 我相信其身
边人对其外在的判断， 但这不是一种正确

的判断，而是误判，并且由于这种误判，忽
视了对其心理问题的关注。

学校、家庭都希望孩子“听话”，也爱以
“听话”来表扬孩子，可却没有了解孩子内
心的真实感受，“听话”的孩子，往往具有依
附性人格，很难独立、自主，哪怕成人，也要
由父母拿主意。与之对应的，则是如果犯错
误，“听话”的孩子由于担心被父母处罚，或
者惹父母不高兴而手足无措， 他们会想办
法掩盖错误，以“讨”父母的认可、周围人的
好评。

相较而言，国外的学校教育，并不倡导
培养“听话”的学生，而是鼓励孩子独立思
考、自由表达，学生的人格和老师、父母是
平等的，包括对于孩子犯错，老师、父母会
鼓励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而不是掩盖错

误，这有利于培养学生成为一个独立、有担
当的人。或有人会说，国外学校也有“服从”
教育，但这其实不是“服从”教育，而是规则
教育，让孩子遵纪守法，有规则意识。 我们
教育在这方面有些颠倒， 本该强调学生规
则意识教育的，却没有严格的规范要求；本
该鼓励学生自由选择、 自由发展， 却被父
母、老师包办代替。

一些孩子给人的感觉很“听话”、“懂
事”，但他们却生活在孤独、恐惧之中。或者
说，内心的恐惧，让他们变得“听话”、小心
翼翼。 我们的教育目的应该是培养独立人
格的合格公民， 而不是表面上看起来十分
听话的孩子。这不该只是口号，而应该是现
实的行动， 这不论对城市家庭还是农村家
庭来说，都是十分现实的课题。

自由谈

心 声

学前教育须回归天性
湖南浏阳 周芳元

据《钱江晚报》日前报道：怎样算零起点？ 在
上海西外外国语学校语文老师刘慧慧的字典里，
一不需会拼音，二不需识汉字，更别提吟唐诗宋
词，或背童话故事了。年级里的其他老师，跟她有
一样的共识———数学不用会加减法，英语不用懂
ABC。

幼儿在无知无畏的年代里犹如“一张张白
纸”，却遭到家长和幼儿教师的肆意涂鸦。在我看
来，这是对孩子成长规律不负责任的态度，殊不
知孩子们的学习是有规律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孩
子，他们对学习有着各自不同的需求，而学前班
的孩子，玩是他们的天职。提前学，这是当代中国
孩子一种普遍现象，是赢在起跑线功利思想的一
种表现，也是高考压力前移的一种必然。

家长们的担心不无道理，当整个社会都在竭
尽所能为孩子们拔苗助长时，看着别人家的孩子
是如何如何的优秀，家长们能不心急吗？

“提前学再不济也是炒冷饭，一下子就热了，
总比生米煮成熟饭来得快。”，这种望子成龙望女
成凤的心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何况孩子们身边
还有很多通过这种提前学而获得“一定成功”的
例子。

不由想起，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说过的一句
话：“最重要的教育原则是不要爱惜时间，要浪费
时间”。这句话对今天的社会而言，似乎是一句不
可理喻的疯言，时间就是生命，宁愿浪费也不要
爱惜？卢梭为其惊世骇俗之论辩护说：“误用光阴
比虚掷光阴损失更大，教育错了的儿童比未受教
育的儿童离智慧更远。 ”

今天许多家长和老师唯恐孩子虚度光阴，驱
迫着他们做无穷的功课，不给他们留出一点儿玩
耍的时间，自以为这就是尽了做家长和老师的责
任。 卢梭却问你：什么叫虚度？ 快乐不算什么吗？
整日跳跑不算什么吗？如果满足天性的要求就算
虚度，那就让他们虚度好了。大地有孩子跑过，刻
意安排只会耽误了他们的行程。

面对这种严重扰乱正常教学生态的现实，零
起点教学的呼声则应运而生。与其让孩子们提前
学囫囵吞枣伤胃、伤心、伤脑，不如让孩子们适当
时候细嚼慢咽更有营养，学前班顺应孩子天性最
重要。 我们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积极探索“零起
点教学”之路，这条路或许还会很漫长，但这条路
必将引领孩子们的教学回归到正常的生态。

■新闻漫画

据报道，合肥一名女大学毕业生在网上投简历时，把证件照进行了
编辑美化，“皮肤打亮点，眼睛放大点，下巴拉尖点。”而当她去面试时，用
人单位说她本人与照片差别较大，以更看重诚信为由，当场让她走人。

实力比脸蛋更能创造生产力。对于应聘者而言，还是得将主要精力
放在提升、展现个人实力上。 当然，光有“自我调节”远远不够。 从长远
看，要根除就业歧视，必须由用人单位、应聘者、政府相关机构共同行
动。 用人单位从单位持续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坚决摒弃就业歧视；应
聘者不应向就业歧视低头，应通过举报、司法等渠道积极维权；政府相
关部门应奖先罚后，对存在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坚决依法查处。

图文 大西瓜 刘盾

新闻导读：今年，多个省市区陆续发布普通高校学费
上调信息，部分省份平均涨幅高达 50%。 不久前，江苏也调
整了公办高校本专科学生学费标准。 有网友担心，这会加
重一些家庭困难学生的负担。

@ 谢庆富:高校涨学费，并不令人惊讶———物价普遍
上涨得很厉害,高校成本增加，上涨学费自然而然。 但这些
涨出来的学费,对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没什么，但是对
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来说,着实是不小的负担，甚至可
能是压垮一个脆弱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 奚旭初：人们之所以质疑高校涨学费，不仅是因为
学费一下涨了那么多是否合理，还因为涨学费都只有大而
化之的“成本上升论”，没有让人信服的“不涨不行”的明白
账。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对高校教育质量的不满。

@邓海建：一味抱怨学费高,似乎成了“祥林嫂”。 但从
理性逻辑出发，即便高校学费涨价天经地义，起码有必要
列个成本核算清单：告知学生及家长,哪些是该涨部分、为
什么偏偏涨幅是这个比例。 唯有算好财务账，学费上涨这
回事儿,才能经得起审计，守得住正义底线。

@许朝军：高校涨学费必须建立在科学核算办学成本
的基础之上， 尤其是科学核算生均办学成本的基础之上。
由此而言，高校涨学费要想涨得合理,说得过去，就必须在
科学审计的基础上，公开详细的办学成本核算情况，由此
决定科学的涨幅。

@ 叶祝颐：在大学学费大幅上涨、大学生就业难的现
实面前，有必要反思穷人教育学，理清大学培养成本，补齐
教育投入欠账，下调学费标准让利于民；同时，着力提高大
学生培养质量，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疏通平民子弟上升
通道施惠于民。

据报道：日前，湖南省 2014 年初中起点农村
小学、 幼儿园教师公费定向培养专项计划拟录取
新生信息公示结束。 如无异议，公示的 4653 名初
中毕业生将升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等学校接受 5
至 6年的大专或本科教育， 毕业后回农村学校任
教。 这是一件惠民利民的大好事，但欣喜之余，笔
者心中也隐隐担忧：4653 名拟录取新生中男生只
有 514 人，仅占 11%，男女生比例为 1∶8，严重失
衡。 师范学校的生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男
女教师的比例，从这组数据不难看出，明天农村学
校会有多少男教师。

农村学校条件差、农村教师收入低、社会评价
“男女有别”， 想必是很多男生不想读师范不愿当
老师的重要原因。如果毕业后可以留在城市学校，
可以进入高中甚至更高级别的学校任教， 男生报
考的比例肯定会大很多。只是，这与为农村学校公
费定向培养教师的初衷背道而驰。

危机已经显现，解决刻不容缓。当前，除了从
农村与农村教育未来发展的高度， 从提升农村教
育质量的长远角度，引导更多男生无私奉献，积极
投身于农村教育当中， 还要让农村教师感受到自
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让农村男教师觉得自己
的付出能得到大家的肯定与认可， 更要采取各种
措施提升师范生中男生群体对教师职业的认同
感，让他们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高尚的，是正确的。

希望未来的农村学校有更多的男教师， 希望
每一个农村教师都能有存在感、自豪感。

湖南邵阳 肖汉斌

明天有多少男教师
一家之言

高校涨学费，你咋看
观点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