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湖南省教育厅印发了《湖南省
教育收费重点监控》， 湖南将于 2013 年 1
月 1日起对全省教育收费重点监控。

根据规定， 将每次通报教育收费举报
情况时，举报数位居全省第一的市（州）、前
三位的县（市、区）和高校，以及发生典型乱
收费案件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市（州）、
县（市、区）和高校，作为省级教育收费重点
监控对象。 最为抢眼的词句要属制度中提
出的“追究相关单位领导的责任”、“不得评
优评先”、“一票否决”等严格处罚措施。 从
监控的内容和监控的措施来看， 媒体将该
制度称为“最严的教育收费制度”一点也不
为过。 这既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更是一
次治理教育乱收费的伟大实践。 同时，也说
明了湖南在教育收费问题上敢动真、 敢碰
硬，敢为人先，表现了湖南对教育乱收费铁
腕治理的决心。

其实， 近年来有关治理教育乱收费的
政策、制度不可谓不多，各种措施一大摞，
“紧急通知”，“禁令”声势不可谓不够浩大，
只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少不了“剥洋葱”，越
是到后面，政策、制度的约束力越是弱化，
执行起来蜻蜓点水，百姓更是雾里看花。 而
湖南此次将各市、县、区、高校全部纳为监
控对象， 把治理教育乱收费置于全社会的
监督之下，切实加大了问责力度，把治理常
态化、长效化，无疑会赢得民意支持，迎来
叫好之声。

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教育振兴，全民
有责。 教育工作点多、面广、线长，治理教育
乱收费是一场长期的拉锯战， 不可能一蹴
而就， 更不可能靠教育部门或者几项政策
措施就能解决好，这需要政府、学校、家长、
媒体以及每个社会人的共同参与。

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 教育系统的党
风、行风如何，不仅关系人才培养，而且涉
及千家万户，直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影
响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湖南在这场治理
教育乱收费的“战役”中敢于“亮剑”，以教
育收费重点监控的制度创新和破冰之举向
社会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 更增加了百姓
对满意教育和幸福教育的信心。 从这方面
来讲，教育收费重点监控值得我们期待。

教育收费重点监控
值得期待

湖南理工学院 蒋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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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新报·师说

师资交流“身到”，还需“心到” 古有世
说新语 ，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某同学早恋了，某同学缺少父母关爱，
某同学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感觉非常自卑，
某同学爱给人取侮辱性外号……这些都是
深圳南山区前海学校小小心理情报员从各
自班级里收集到的信息，还刚读初中，该校
每个班就有两名学生做着这样的地下“潜
伏”工作，每周定期向老师提供情报。

（据《武汉晨报》）
告密是每一个群体都讨厌的事，但对

与之相对立的群体， 却是难得的情报来
源，《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就对间谍的价
值高度评价，但对用间的风险也有深刻论

述。 学生中的情报员，在老师家长眼里，是
红色电影里的我党地下工作者， 而在学生
眼里，却是叛徒甫志高，双方观感，忠奸正
好相反。小小情报员一旦身份泄露，很可能
会遭到同学们的集体抛弃。

提早发现青少年心理问题并及时干
预，是成人社会的共识，但是不是到了要使
用“间谍战”的危急关口？ 在获取咨询如此
容易的今天，平时的家访、班会，若工作细
一点，真的发现不了问题？对一个可能毒害
同学情感的非常规手段，最好还是慎用。

文 小强 图 春鸣

永州 谢逸飞

小情报员

在义务教育阶段，为何“择校热”经久不
衰？农村娃娃与城里孩子怎样才能享受相同的
优质教育？今日，我市出台《重庆市中小学领导
干部及教师交流工作指导意见（试行）》。 从明
年开始，部分区县的中小学校长、教师达到一
定工作年限后，将到同一区县内的学校交流工
作 3年以上。

（10月 26日华龙网）
校长、 教师在同一个区县内的学校交流，

健全考核体系，形成互动机制，有利于教育优
质资源的均衡配置，有利于城乡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择校热”带来
的压力和困境。 重庆市出台《中小学领导干部
及教师交流工作指导意见（试行）》，应该说非
常及时，非常奏效。校长、教师到农村学校交流
至少三年以上， 这从时间上保证了交流的校
长、教师扎根乡村，“身到”农村。 此前，全国其
他地方也出台了师资交流办法措施，但是由于

没有一个硬性的规定，大多流于形式，没有落
到实处。与其说交流，不如说“镀金”，只为评职
称而去，职称到手立马回来。 这种方式于教育
均衡无益，于教师队伍整体工作积极性有伤。

诚然，乡村学校交通落后、条件艰苦。学校
“硬件”建设严重不足，媒体曾经报道过某些地
方学生自带课桌上学的奇闻，更别谈现代化教
学设备。 学生素质参差不齐，城里学生在忙于
奥数、特长培训的时候，农村学生则是忙于玩
泥巴、上山捉鸟、下河捕鱼，没有一种学习竞争
的氛围来熏陶，也没有几个稍微懂得教育的家
长来引导。 农村学校放羊式的教育，不少教师
也只是上完课了事， 甚至上课都是敷衍了事。
因此，优质师资被交流到农村学校，既是带去
信心和希望，更是严峻的挑战和考验。 有可能

“水土不服”，有可能“英雄无用武之地”，有可
能暂时没有成功之感，如此等等。

“身到”之后，“心到”至关重要。

“心到”的要求，教育行政部门要以事业留
人、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创造条件使校
长、教师扎根农村，安心教书育人，倾情奉献教
育。 校长则一门心思办教育，教师则全心全意
育人教书。“身到”农村，即“心到”农村。无论校
长，还是教师，都要与农村真正融为一体，和学
生真正打成一片，在农村学校现有设施条件和
学生原有知识基础上研究教育问题，创新教学
手段，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把农村教育事业融
入到每一位教育工作者的血脉深处，把农村学
校当成干事业的天地，把农村娃视为可以培养
的人才，默默无闻，乐于奉献，不眷恋城市之校
和温暖之家。此可谓“身、心”俱到，则教育均衡
发展指日可待。

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教育均衡发展
是所有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道难题。破解这道
难题，教育工作者很焦急，其措施和办法千条
万条，且请从“身到”、“心到”开始。

中小学生为何不
识北斗七星？

衡阳市石鼓区角山中学 刘和平

人们经常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
容博学多才的人，但如今，北京市中小学天文
教育状况堪忧，不少小学生别说“知天文”，连
北斗七星都不识。 今年起，北京市中小学科学
课教师将陆续到天文馆“恶补”天文课，以提
升中小学生的天文素养。

（10月 26日 《北京日报》）
要认识北斗星其实不难， 只要具有起码

的天文知识， 找个合适的时间到野外去观察
一番天空，实地辨别一下，就 OK 了。 中小学
的科学教育，更多都是常识教育，通识教育，
对师资要求并不需很强的专业知识， 只要初
懂科学就行。 有条件将教师打造成各类专业
人才固然可喜，但问题是作为基础教育，是没
有条件将天文作为专业课开设的， 教师的编
制也不容许有这样的专职教师存在。 因此，对
所有学校教师恶补天文课实则没有必要。 如
果哪门科学是学生短板， 就对老师恶补哪门
科学知识，势必会增加教师的负担，分散教师
的精力。 这些恶补的知识到教学中大多用不
上，也是资源的浪费。

中小学生不识北斗星， 其本质是科学常
识教育的缺位。 现在包括天文、气象在内的众
多科学常识都被切碎分割， 零星分布在其他
课程中。 出于考试可操作评分的考虑，许多需
要实践才能形成能力的知识很难成为考点，
比如北斗星在浩瀚的天空哪个位置， 怎么识
别，这只能靠学生实地观察后才会弄懂，但在
一张考卷上，在有限的教室里，你考得了吗？
在考试指挥棒下， 学校与学生对不考的内容
自然会置之不理，认识北斗星无法考试，教师
不会对此当做重点， 学生也就不可能去探究
了，不识北斗星也就自然而然了。 在现在的基
础教育中，学生又何止仅仅不识北斗星问题，
很多自然常识都很缺乏，春夏秋冬季节更替，
大自然花开花落的物候变化， 有几个学生能
懂得其中奥妙所在？ 有几个学生分得清韭菜
与麦子？ 有几个学生能说出虹、霞、日食、月
食？ 有几个学生能在现实中辨认出东南西北？
所以学生普遍不识北斗星， 实际上是办学理
念存在严重问题， 没有将科学常识教育作为
培养学生的目标， 让许多常识教育成为纸上
谈兵。

对教师恶补天文知识课无法解决不识北
斗星问题，只有学校改变办学理念，真正落实
素质教育， 将科学常识教育当做与语数英等
文化课一样常抓不懈， 将认识北斗星这样的
问题纳入到对学生素质评价与教师工作业绩
考核中，才会保证学生人人能识北斗星。 只有
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认识北斗星这样的问
题才会引起高度重视， 应试教育是无力解决
学生对北斗星的认识的。

提前录取高二学生大学应谨慎
□ 胡德维

据《北京晨报》17日报道，今年国庆期间，
浙江全省 480 名读完高二的学生参加测试，
其中 80 名通过了笔试、 体能测试和面试，被
浙江大学启真班提前录取。 这 80 名学生，不
用参加高考， 现在已经开始进入浙大竺可桢
学院，学习大学预科内容。

为什么这么做？ 浙大方面没有说，但明眼
人一看就知道， 主要是为了赶在其他高校之
前，将自己属意的优质生源纳入囊中，达到先
人一步之目的。 在优质生源向境外大量流失
和国内高校生源竞争更为激烈的今天， 如何
确保自己拥有足够数量的优质生源， 的确已
经成为浙大等名校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
这种大背景下， 浙大想出提前录取高二学生
这一“绝招”就很好理解了。

但问题是，这样的做法是否具有合理性？
众所周知， 我国高中的课程安排都是建立在
三年制的基础之上的， 这一安排考虑到了学

生知识结构的培养进程。 虽然浙大方面表示，
他们的这一做法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复，但
如果其他 38 所“985”大学也纷纷效仿浙大提
前录取高二学生甚至高一学生的话， 那么势
必会对高中的基本制度构成重大冲击。 鉴于
浙大在我国高校中的重要地位， 这种做法的
影响力不容小觑，须三思而后行。

浙大提前录取高二学生进入竺可桢学院
启真班， 另一个目的是为了实现培养有创造
力的人才，即所谓拔尖创新人才。 大学当然要
培养有创造力的学生， 但是这与提前录取与
否好像也关系不大。 如果大学的教育、培养、
管理过程仍然给学生限定了太多无用的条条
框框，那么提前录取了高二学生，也照样培养
不出来真正有创造力的人才。 因此，直言不讳
地说， 仅靠把高等教育提前以培养有创造力
的人才，是缘木求鱼的表现。

在大学生源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的今天，

浙大的危机感很强， 并率先出击， 这固然很
好， 但也要考虑会不会因此扰乱高中的正常
教育教学计划。 理性而言，浙大除了抢生源，
还是要练好内功， 比如让大学校园更加人性
化、让师资力量更加强大、让学习与研究的环
境更加宽松、让图书与信息资源更丰富、让学
生的社团生活更加活跃……等等。 更何况，大
量的拔尖创新人才并不是刻意有计划地制造
出来的，而是给他们良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然
生长、发展起来。

因此，大学提前录取高二学生的做法须
谨慎。 高考制度需要改革，但这种改革不能靠
拔苗助长来实现。 我们需要继续严格坚持高
中三年制， 需要大学继续坚持走符合高等教
育原理和大学普遍规律的正确发展之路。 很
显然，只要大学自身对学生有强大吸引力，优
质生源自然就会用脚投票，竞相自投门下，何
必提前“掐尖”录取高二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