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科大少年班出身的尹希 2015 年 9
月初当选哈佛大学最年轻华人正教授后，
沉寂数年的少年班再次回到公众眼前。曾
经，少年班“拔苗助长”的声音铺天盖地，
近日， 媒体走访数名中科大少年班毕业
生，得到了否定的答案：当年的少年班牛
人辈出，桃李遍天下，“一大堆人过得相当
不错”。 （10月 15日澎湃新闻）

应该说，媒体对中科大少年班的调查
是客观的、可信的。那么，难道曾经被指“拔
苗助长”、“毁人不倦”的少年班，剧情出现
了一百八十度的“反转”？ 从最初的名动天
下，到后来的饱受质疑，再到现在的牛人辈
出，究竟哪一个版本的少年班更接近真相？

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人与人也迥

然不同。承认天赋秉性的差异和尊重每一
个生命并不矛盾， 早在 2500 多年前孔子
就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理念，
至今被世人奉为圭臬。

因此，讨论少年班是否有存在的必要
没有意义， 但讨论少年班以何种方式存在
具有很大意义。当家长们纷纷急急火火、一
掷千金将自家孩子打造神童的时候， 当各
高校跟风而上、 盲目复制少年班模式的时
候，少年班的存在就有了探讨的意义。外界
关注少年班，既有对现行教育体制的不满，
又有对神童模式泛滥的担忧。这种情况下，
由于种种原因，对少年班产生误解也难免。

从某种程度上讲，少年班的神童们难
以复制， 中科大的培养模式也难以复制，

中科大只是为这些智力超群的孩子提供
了最合适的教育方式， 出现牛人辈出、桃
李芬芳的局面并不奇怪。

说到底，少年班的成功只是再次证明
了因材施教的常识而已，而这正是现行教
育体制所欠缺的。超过 70%的少年班校友
活跃在海内外经济、IT、 金融、 制造等领
域， 一般 30 岁左右就做出令人瞩目的成
绩，恰恰说明我们既缺乏因材施教的教育
体制，又缺乏因材施教的社会范围。

所以，中科大少年班的牛人辈出并不
意味着少年班模式可以复制推广，也不代
表公众对拔苗助长的担忧是多余的。只要
能真正因材施教，让不同的孩子选择合适
的成才道路，就是成功的教育。

@长沙理工大学谢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美好的
品德，孩子年龄小，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型，正是对他们进
行思想道德教育的好时机。 这个时候，学校组织募捐活动，
号召学生为家庭贫困的同学、为生活困难的人捐款，并不是
想要从学生和家长的身上拿到多少钱， 而是为了培养孩子
的爱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 孩子自然是没有经济能力，于
是，学校提醒家长，希望他们帮助孩子奉献爱心，为孩子作
出表率，并没有什么不妥。

@洞口县第七中学谢建中 小学生自身经济并不独立，
基本都处在“伸手阶段”，既没有劳动挣钱的本事，也没有花
钱的能力。于是乎，动员未成年学生捐款的直接结果被转嫁
到家长头上，让许多经济条件不好的家长们百般纠结。加上
多数小孩在自尊心和好胜心驱使之下，很容易互相攀比，从
而使得爱心捐款捐物变味， 不仅爱心难觅， 还容易侵蚀亲
子、同学乃至师生间的关系。

@龙山县三元乡九年制学校饶伟林 让慈善变成“逼
捐”实为强制性献爱心，我们的学校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强
行“逼捐”都是不应该的。学校应该用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学
生理解慈善的意义，并在他人面临困难、需要帮助时献出一
份绵薄之力。 学校应该把“爱心教育”作为学生思想品德教
育的一个方面，在日常教育、教学中抓好抓细，善意地引导
和发动学生去奉献爱心， 而不是强制学生为了完成任务而
捐款。

@读者王学明 学校通过校讯通给家长发提醒带钱短
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多少有点不妥。 大家都知道，校讯通
是教师给孩子布置作业经常用到的通讯工具， 一般由家长
接收。 用校讯通给家长发捐款短信，那谁敢不买学校的账，
毕竟自己的孩子在那里上学。另外，如果学校对学生不加以
正确引导，恐怕学生很容易因捐款数额产生攀比心理。虽说
这次慈善捐款是自愿，但在实际操作中已变味走样。

？

话题征集：

下一期讨论什么？ 我们向广大读
者征集话题。

只要是新近发生的关乎教育的
热点事件， 您都可以提供给我们，
并附上您鲜明的观点。 届时， 我们
将通过网络公布您给出的“题目”，

并欢迎不同的声音产生碰撞。 投稿
邮箱：248919363@qq.com， 同时，欢
迎您加入《科教新报》 评论者 QQ
群：292316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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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言辣评

小学生慈善捐款听谁的
宁乡家长胡女士来信本报，近日，她从媒体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郑州小学生家长郭女士几岁的孩子文文回家要

钱，说是慈善一日捐，学校要捐款，而学校也通过校讯通发来短信提醒：“请您提醒孩子明天上午不要忘带捐款”，经过
一晚上的谈判，郭女士把价码从 3元涨到 20元。 而文文的心理价位是 50元。 做慈善本是一件传递正能量的义举，但
当自愿变成“被迫”时，又该怎样评价这一行为。

莫以“慈善“之名绑架道德
学校一次简单的募捐活动， 因为发了

一条提醒短信，让家长有了“逼捐”之感，仔
细分析个中原因， 主要在于短信的措辞：

“请您提醒孩子明天上午不要忘带捐款。 ”
显然老师要求每个家长都要为孩子准备捐
款，而依照普通人对“慈善”的理解，做善事
应该是自发自愿的，而不是被要求的，学校
发给家长这样一条带着“命令” 口吻的短
信，自然让家长有“逼捐”之感。

事实是，今天很多的慈善活动，都在打
着所谓“慈善“的幌子实施道德绑架。 我们常常看到在一次大的灾
难出现， 总有人在网络上@马云、@王健林、@各位富豪名人，要
求他们带头捐款，若是他们没有行动，就有人跑出来指责其“为富
不仁”，好端端的慈善变味成一场场被迫的逼捐。

新闻中关于捐款有一场有趣的谈判：“郭女士把价码从 3 元涨
到 20 元，而文文的心理价位是 50 元”，文文的心理价位来自哪里？
显然不是来自他对捐款对象“困难程度”的评估，而是来自他周围的
压力：同学捐了多少，老师要求捐多少，学校提倡捐多少。 这样的捐
款不是发自内心的善，而是出于比较。 我们知道，孩子没有挣钱能
力，必须由父母为他们的虚荣心买单，学校此举，无异于借着父母的
爱子之心进行绑架。 学校的“逼捐”并不会培育出真慈善，反倒会给
家长和学生造成困扰，甚至在学生中滋长出攀比、虚荣等坏习气。

笔者之见，慈善不是一场作秀，我们的学校，不要让家长为了
给孩子“换表扬”而捐钱，更别让学生为了博得老师、同学的“好评”
而去做好人好事，助人为“乐”是“快乐”的事，学校有责任让学生明
白做好人好事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是为了完成指标和任务“绑
架”父母。 走“心”的德育，在校园里树立起清新的慈善文化和良性
的慈善生态，才能让慈善发乎内心，有持久的生命力。

高校“新奇专业”
怎成“短命专业”
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刘运喜

椒言辣评

图书论斤卖
蔬菜按斤卖是再正常不过了， 如果书籍也论斤售卖

呢？ 如今在一些大学校园里，书商们纷纷打出“书本用秤
称”的招牌，书籍无论门类统统放到电子秤上按斤论价，价
格从 10元到 30元一斤不等。

不管按斤买书能否买到真实惠，这种营销方式听上去
就让人觉得很不是滋味。 古人有“书以斤读”，今人“书论
斤卖”，沉甸甸的知识如今只有像大白菜一样论斤卖才能
激发大学生的购书热情，一些大学校园的阅读氛围可见一
斑。 难怪有网友做打油诗调侃：“四大名著论斤卖，价格不
如大白菜。 曹吴罗施闻此事，气得阴魂飞出来。 ”

薛红伟 /图 焦以璇 /文

从被视为贵族运动的高尔夫球， 到看似“草
根”的种草养蚕，再到听起来有点儿偏门的殡葬服
务……近几年， 市场与城市的发展催生了很多高
校的“稀奇专业”。 2015年，厦门理工学院还将闽南
方言作为新增专业，正式面向社会招收本科生。 不
过， 有的新开专业得益于市场的持续需求很快成
为“主流专业”，有的则因为种种原因而“昙花一
现”。 例如北师大招收了首届“彩票硕士”，由于报
考人数少， 录取的几名学生又先后转到其他专业
方向或退学，该专业才开设 1年便被迫停止招生。

(10月 10日《现代教育报》)
近年来，高校频现“新奇专业”，其中有的专业

因市场需求旺盛而变成“主流专业”，有的专业则
“昙花一现”而成为“短命专业”，反映了高校在专
业 建设上的不同战略眼光和决策水平。

笔者认为，高校专业建设必须要有战略眼光，高
瞻远瞩，审时度势，着眼长远，放眼未来。必须重视市
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领导不能光凭头脑发热，不
能凭空想象，要多做调研分析和论证报告，用事实和
数据做支撑，但又不能完全跟着市场走。 高校办学需
要追求效益，但效益仅仅只是一个指标，甚至不是主
要和重要的指标，更重要的指标是人才培养的质量，
高校要始终把育人工作和学生发展摆在首位。

高校专业建设要尽力避免高度同质化现象，
积极探索各自的办学特色、专业特色，培养特色人
才，避免恶性竞争。 否则，千校一面，高校专业高度
同质化，只会“两败俱伤”，而最大的受害者是学
生，最可怕的后果是误人前程。

高校开办新专业， 首先要看自身是否具备足够
的资源和优势，包括教材来源、师资条件、办学优势
等。 其次要看是否符合社会发展，包括社会长远发展
需要、市场需求、未来就业前景等。再次要以学科发展
为基础和前提，专业建设必须依托学科发展，坚持以
学科发展带动专业建设， 以专业建设促进学科发展。
还要做好课程开发、教材建设、基地建设等工作。

综上所述， 高校专业建设必须坚持稳定性与
发展性、公益性与功利性、专业发展与市场需求相
结合，既要保持相对稳定性又要适时调整，既要满
足市场需求又要适应社会长远发展需要， 既要符
合社会公益又要追求办学效益， 始终把社会效益
摆在首位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从宏观上把握社会
发展总趋势和职业变化新动向，量力而行，谨慎而
为，有增有减，优胜劣汰。 莫让“新奇专业”成“短命
专业”，既误人子弟，也有损自身发展。

牛人辈出的少年班再证因材施教常识
□陈广江

比打折卖赚的更多
书本论斤卖，让人有一种
“卖废品”的错觉，有些其
实并不便宜！

开学快 1个月了， 林女士发现一件奇怪的事：
上五年级的儿子写作文的速度越来越快，语句表达
也相当得体。 经仔细询问，才知他使用了一款叫做

“作文 APP”的软件，只要轻点屏幕，选择好话题、体
裁、字数后，大量作文随即筛选而出，选取其中任意
段落，即可在 10分钟之内组合成一篇“作文”。这类
APP受到学生欢迎，老师很容易被蒙蔽。

（9月 30日燕赵晚报）
机器可以写稿，机器可以炒菜，如今软件也能

写作文了，当越来越多的人的能力被机器或者软件
替代，恐怕很多人第一反应并不是为科技的巨大进
步而惊呼， 更多的是无奈夹杂着失落的怅惘之情。
应该说， 软件确实丰富了我们生活的绝大领域，现
代社会人人都在享受网络时代的便捷，从出行交通
到吃饭饮食，总有很多“小伙伴们”跑前跑后为我们
服务，人们也体会到舒适与便利。

但如此开发学习软件， 是电脑客商的投机，附
和了一些懒惰学生的兴趣，也让一些教学呆板的老
师“减轻负担”了。学生今后写作，不用大脑思考，只
用软件来抄写了。

学生作文就是说话，要说自己的心里话，要说
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人和事，要经过大脑加
工，布局谋篇，字斟句酌，才有提高。 抄写电脑软件
的范文，作用不大呀！如果放任自流，学生的作文就
变得千篇一律了，学生的大脑就会生锈了，人也会
懒惰，养成投机取巧的毛病。新是民族的灵魂，学生
的学习也要有自主学习、创新学习，才能提高水平。
切莫引导学生去购买作文学习软件，一定要鼓励学
生“我手写我心”，多观察多思考，感悟生活，表达好
自己的内心世界。

邵东县两市镇三小 罗立志

“作文 APP”软件让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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