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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科教新报 师说
椒言辣评

主持人 余娅

机场看书，真心 OR 作秀

国人不爱读书， 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无
论是各大机构的调查数据， 还是我们的亲眼所
见， 都能证明国人的读书氛围远不及其他国家。
若是扪心自问，相信很少有人敢妄称“爱读书”。
所以， 当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都在机场读书时，
中国孩子自然给人“摆拍”“作秀”“模仿”“受人指
使”之感。

笔者不愿追究事情的真相，因为中国孩子是
不是“受人指使”根本不重要，他们放下手机拿出

书来读，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大家都知道，读书需要氛围，但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公

众场合看书，其实是一件“尴尬”的事，若是周围没有一个人看书，独
独你捧着书看，未免给人装模作样的印象。为了不让自己显得“奇怪”
“做作”，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能拿出手机，融入到“低头族”的队伍
之中。

氛围怎样形成？ 习惯怎样养成？ 笔者看来，就得鼓励“机场读书”
这样的小事，如果是“作秀”，就让“作秀”成为一种常态，无论是机场
还是地铁站，让孩子在公众场合拿出书而不觉“尴尬”，不觉得“和别
人不一样”，才能让他们静下心来开始读书。

我们的古人读书摇头晃脑，口诵“之乎者也”，今天看来也有“作
秀”之嫌。青年毛泽东在闹市读书，好像也与周围的环境不“搭”。但当
我们全身心地融入书本之中，进入书本的世界里，哪里还会觉得自己
“怪”？ 哪里还有心思顾及“围观群众”的看法。

笔者以为，化解国人不读书的担忧，首先得引导他们自信地在公
众场合拿出书。习惯的养成不在一时片刻，“摆拍”也好，“做秀”也罢，
我们不必吝啬掌声，不妨给走出第一步的孩子一点肯定。若是孩提时
代家长能带着孩子一起阅读，老师能在“应试”的压力之外让他们享
受读书的乐趣，“阅读”的好习惯自然能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新闻背景：日前，有网友发图称，日本孩子在清迈机场候机时，人手一本书。之后类似《日本学生在清迈机场的惊人一幕！中
国人沉默了……》等文章在网上热传。 没过几天，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小学生身上，据媒体报道，他们不仅安静阅读候机，连
行李箱也都整齐摆放，得到的评论却是：摆拍、作秀、模仿，老师安排好的……（澎湃新闻网 7 月 5 日）

同样是看书，为什么发生在日本孩子身上是好学，发生在中国孩子身上却有那么多质疑的声音？

@ 湖南农业大学胡佑凡 怀疑中国孩子在机场看书
是“作秀”，和我们的阅读环境分不开。许多调查都证明，中
国人的阅读水平低于日本等国家。我们并没有营造出一个
读书的氛围和环境，所以，当机场出现一群中国孩子，没有
打闹嬉戏，没有玩游戏，而是读起书来，大家自然觉得奇
怪，觉得“反常”，才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这群孩子背后有大
人指使，他们是在“作秀”。

@ 读者乔英杰 不知从何时起，“自黑”似乎已经成为
了国人的一贯品质。就拿这起日本孩子和中国孩子在机场
读书的事件来说，作为一名堂堂的中国人，凭什么认定日
本孩子机场看书就是自发行为，而中国孩子就非得是“摆
拍”“作秀”“模仿”“老师安排”的？ 难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
就这么没有信心？非得用这样偏颇的观点来评价我们自己
的孩子？

@ 媒体人张松超 我们质疑“作秀”不能盲目地怀着
一种自卑心态， 想当然地认为中国孩子机场看书就是假
的。网友对中国孩子阅读候机的“作秀”质疑大多有些自卑
的意味。 试问，假如没有日本孩子在泰国清迈机场阅读候
机，还会有这么多人质疑中国孩子这是在“作秀”吗？ 笔者
想强调，当我们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时候，应该对自己的质
疑选择较为审慎的表达方式。

@ 读者李海丰 就算中国孩子机场看书被认为是“作
秀”，但“作秀”如果不忘初心，增强了孩子们关于读书的兴
趣，又有何妨？只要初衷是对待新事物正确的态度，国外值
得学习的精华有必要借鉴；另一方面，舆论要辩证客观地
看问题，正确引导是基础，试想，就是被看为“作秀”，如果
能够培养出孩子们热爱读书的好习惯，也正面回应了被质
疑“作秀”声音。

日前，2名“准大学生”来到广东连山金子山，
花 3000 元雇了当地 4 名老挑山工， 让他们将滑
竿装扮成花轿的样子，并抬他们上金子山，经过

“探花门”“榜眼门”与“状元门”，感受古代状元骑
马游街的威风，庆祝自己成功踏入大学校门。

从山脚到山顶，里程 10 公里左右，全部是台
阶路，还要经过长 500 多米，梯级 2000 多个，坡
度 80 多度，几乎垂直悬挂在悬崖峭壁上的天梯。
经过 1 个半小时的努力，4 名挑山工终于抬着两
名“准大学生”顺利通过了“状元门”。

图 /文 薛红伟

朴实的话语，诚挚的道歉，深深的鞠躬。 6
月 29 日上午，在安庆师范大学毕业典礼暨学
位授予仪式上， 校长闵永新的这一“意外之
举”，让在场的学生和老师深受感动。 图书馆
的座位少，一座难求；菱湖校区的住宿差，过
于拥挤……这些学生在网上经常吐槽的问
题，校长闵永新都在致辞中一一承认。

（7月 4日《中国青年报》）
时下， 大学毕业典礼， 校长因学校住

宿、饮食、阅读条件不佳等问题向学生道歉
的并非个例。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事无完事。大学管理在学生住宿、饮食等一
些生活、学习方面做得不够，只要以后加以
改正，应该还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校长在
大学毕业典礼上为之道歉，平心而论，我们
也应和大学毕业生一样感动及点赞。

然而，毕业典礼校长为学生住宿、饮食等
生活、 学习之事道歉却从另外一个方面折射
出了大学基层管理部门“责任担当”不够。 而
这种现象比较常见，很有必要说一说。

按照现代大学管理体制， 校长有校长的
岗位职责， 下属各个基层管理部门也有各自
的岗位职责。 客观地说，学生住宿、饮食、阅读
等生活、学习之事，应该不是大学校长“管”的
事，而是基层管理的后勤、教务等部门要做好
的事情。 如果后勤、教务等部门理应做好的事
情，要等到校长“发话”后才去做，不但是部门

“责任担当”太弱势，而且也是一种部门“失
职”行为。 另外，如果大学校长事无巨细都要
亲自“管”，则不是好的层级管理，无法让大学
高效有序运转，实不可取。

大学校长要有“责任担当”，要善于运用
自己的“领导权力”，增强战略决策能力和协
调能力， 把大学各个下属基层管理部门组织
起来，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以学生为本，
增强服务意识， 让大学生生活愉快、 学习开
心，这才是“尽职尽责”，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情，也才是一种好的管理。 特别是，大学各个
基层管理部门更当“尽己之责”，“主动作为”，
万万不可有“算盘珠子拨一下动一下”、万事
让校长一个人“顶”着、自己“大树脚下好乘
凉”的“失职”思想和行为。

大学校长身为一校之长， 有责任义务站
在更高的视角， 给毕业生精神引领。 只有住
宿、饮食等方面的关心，没有面朝大海高山的
情怀关照，就会变得肤浅。 大学校长不应该是
保姆和管家，而应该是思想家和教育家，让大
学精神日渐高尚，何乐而不为呢？

7 月 8 日， 广东省华南理工大学率先
公布了最新学费标准，文科专业每年 6060
元， 理工科专业每年 6850 元， 分别上涨
1500 元和 1690 元。 已确定涨价的还有江
西省，而内蒙古、海南等省区也已经召开
听证会并通过了调价方案。

2007 年 5 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
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
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
系的意见》， 要求“今后五年各级各类学
校的学费、 住宿费标准不得高于 2006 年
秋季相关标准”。 这一限令让高校学费保
持了 5 年的稳定。 5 年期限一过，禁令解
除 ， 部分省份就先后上调了学费；2014
年 ，浙江 、江苏 、天津等十余省市也纷纷
调整了多年未变的学费标准。今年这一轮
涨学费，是禁令解除之后的第三波了。

高等教育非义务教育，实行的是“以

举办者投入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
成本、高等学校多种渠道筹措经费”的机
制。对于涨学费，高校给出的理由是，学费
标准还是十多年前制定的，而物价水平不
断提高，包括学校人员支出、公用支出、固
定资产折旧支出等都在逐年增长，生均成
本大幅提高。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算了一
笔账，2012 至 2014 年，公办本科生均培养
成本， 每年约为 1.8 万元 ， 而学费仅为
3000 余元，地方财政要承担 1.5 万余元。

由此来看， 涨学费的理由似乎很充
足 ，但是，避不开学费调整的正当性以及
合理性。 比如，生均培养成本增长的原因
是什么？ 是物价上涨，还是高校的盲目扩
张？ 在培养成本不透明的情况下，公众不
免担忧：学生是在为高校培养成本的不合
理增长埋单。 生均成本如何核算才合理，
是否可以把所有办学成本都平摊在学生

身上？ 上涨的生均培养成本，政府、学生各
分担多少，涨多少才合适？ 而且，这笔账如
何算也不能完全由高校自说自话，应该向
公众详细地说明。

又比如，增长的学费收入将用于何处，
是改善高校办学的软、硬件条件，还是用于
偿还高校债务？各地虽然有明确规定，学费
不能用于偿还历史债务， 但是确保增加的
学费收入用于学生培养而不是其他， 需要
高校管理与监督制度更加公开、透明。

高校不是企业， 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
产品， 在考虑学费涨不涨时不能仅算经济
账，还要算“情怀账”。 广东省发改委曾称
学费涨幅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但在涨学费
的决策过程中，学生及家庭是否可以承受，
最有发言权的他们却处于失声的状态。 对
于一些家庭来说， 学费上涨一些并不是太
大的负担， 但对另外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

家庭来说，却是一个问题。当然各地也强调
将加大对贫困生的助学投入。

高校办学成本不断增长，需要的办学
经费水涨船高。 如何平衡收支，政府财政
投入、学费收入之外，高校其实还可以有
别的办法。 在美国， 即便是公立学校，也
越来越多地努力推动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通过校友捐款、社会捐款、商业公司等渠
道来充实学校的钱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丹尼尔·麦克法登还建议， 学校利用
自身的科研优势，从企业界和政府获得更
多的科研经费； 通过网络课程等技术创
新，降低生均成本。 不过，实现收入多元
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校的办学质量和
服务水平。 与之相比，涨学费可能是一个
省心、“好用” 的办法， 或许不用怎么费
力，就能填补资金的缺口，但无论如何算
不上好办法。

过把“状元瘾” 体验状元威风，
这钱花得值！

读书，从营造氛围开始

□ 杨三喜

我们“不需要”
大学校长道歉
益阳市赫山区教育局 曹灿辉

除了涨学费高校还应该有别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