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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某初中校发生了一个冲突
事件：一男生没有完成作业，女教师要
求他下课后到办公室说明情况。 不料，
该教师刚一转身，男生便从教室墙角抽
出长把笤帚，狠劲地打在她的背上。 同
办公室的两名男教师得知情况后，气愤
地指责了男生，还发生了肢体冲突。 虽
没受伤，但是男生家长不依不饶，到处
告状，说学校教师“群殴”孩子。 最后的
结果是，学校除给学生经济补偿外，3 名
教师和分管德育的校领导受到不同的
行政处分，当事女教师还被降低岗位工
资等级。

其实，诸如此类的事件经常可以在媒
体上看到，这让人不能不心生忧虑。 不知
何时开始，师生平等被演绎成不分长幼，

没有原则。如此一旦教师想再“板着面孔”
批评教导学生，必然让学生备感不爽乃至
不服。 无角色相处，无原则相交，必起冲
突。 由此，教师教育教导学生之时，学生
往往理直气壮地不理不睬或反唇相讥，甚
至对施教的教师拳脚相加，也就不值得惊
奇了。

因学生不服教师管教造成师生冲突
的结果，往往两败俱伤。 面对“恶生”，教
师往往失去理智予以“武力管教”；学生家
长的渲染与社会舆论的助推，却能让教师
身败名裂。

如此师生冲突，已达胶着状态。 怎么
解决？ 师生冲突，学生是弱势，必须支持
学生。 正是这种理念和思想倾向，导致师
生冲突，恶性循环，不断升级。

客观地说， 学生成长是有自身规律
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既要保障学生的权益，也要确保教师
的工作权益，因为这是教师工作的前提和
基础。

育人如植树，植树必有修剪，修剪必
伤痛。 这是教育的规律。 在教育改革的洪
流中，现在似乎要追求一种无“修剪伤痛”
的教育，这是极不科学的态度。

从师道尊严到自身正当权益被侵，其
中自有教师教育方法的不当与教育艺术
的不精。 但同时，也有“一面倒”的不当舆
论的炒作、裹挟与不良导向。 更有教师自
身与相关部门不敢不愿不屑维护教师权
益的原因。

作为教师， 需要认真钻研学习教育教

学理论与艺术， 力求让自己的教育水平能
够达到润物无声，使受教育者如沐春风。 作
为教育部门，需要认真研究法律赋予学校、
教师、学生、家长及社会的权利和义务，研
究出台符合新形势需要的具体可行的师生
权益保护的法规、条例。 这些工作在当下尤
显紧迫和重要。

政府及社会各相关部门与各新闻媒
体，都要主动承担起依法维护教育和教师
权益的职责，再也不能在师生“冲突”、家
校矛盾的事件面前，简答地、想当然地“一
面倒”， 不负责任地对某一方进行批评和
指责。 而要以法律和事实为依据，正确监
督，正确引导，正确维护各方权益，为师生
和谐、家校和谐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教育局）

近日， 一个微信群转来一篇名
为《接受了美国最好的教育， 工作
却还没着落》 的文章， 这篇文章引
发了热议。

为什么接受了美国最好的教
育， 工作却还没着落？ 这个话题探
讨的其实是博雅教育的问题。 所谓
博雅教育，就是培养“自由人”，致
力于人的心智解放和健全的教育。

我们先看看这篇文章为什么会
引发讨论。《接受了美国最好的教
育， 工作却还没着落》 一文的作者
叫王逅逅，1992 年生， 毕业于北京
市十一学校， 高三在美国交流一
年， 写了《体验美国中学教育》一
书， 后来入读美国文理学院的哈特
福德学院，大二的时候写了《美国，
真的和你想的不一样》一书。

从现有的资料看， 王逅逅对文
理学院博雅教育的认识有一个前后
迥异的变化。 在读高中和大学毕业
找工作之前， 她并不认同哈佛等综
合性大学的精英教育， 认为那种教
育使学生“只会变成一颗昂贵的

‘钉子’进入一个工厂……真正的精
英教育应该是满足你对知识的渴
望，而不是追求一个高薪的职业”。

不过， 这种理解在她面临就业
时就完全改变了， 因为美国文理学
院没有这种就业针对性很强的学
科。 文理学院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就
业或职业倾向的一种反对。 你找不
出来文理学院培养了多少银行收银
员、汽车修理工、IT 程序员、股票操
作员等。

文理学院致力于博雅教育，大
多数的学生专注于学术， 对实际的
东西都不敏感。 王逅逅“上着文理
学院， 却并不想走文理学院毕业生
的学术路线”， 她更关注如何创业
致富。 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追求和
享受的东西， 其实正是博雅教育要
深入认识和批判的东西。

对现代社会来说， 赚钱没有什
么羞耻的。 只是， 博雅教育追求的
是人理智的健全和对生活的反省。
王逅逅感觉有压力， 感觉自己上当
受骗了， 但是错不在文理学院，而
是她自己理解错了、 进错了门，是
她放弃了原来的追求目标。

翻看西方教育史，培养自由人
的博雅教育价值取向，2000 多年来
始终是教育追求的目标，几乎无人
质疑过。 当然，没有被否定并不意
味着今天仍然可以坚持下去。 一个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培养自由人的
教育理念在工业革命之后就日益
显得捉襟见肘，技能、就业、工作、
谋生的需要放在了更为优先的位
置。 培养自由人的理念在现实中风
雨飘摇。

丧失了对培养自由人的追求，
教育的结果却令人担忧。 有人将这
一时期培养的人， 称之为“失掉灵
魂的卓越工人”。 马克斯·韦伯形容
这种状态是“专家没有灵魂， 纵欲
者没有心肝， 一个废物幻想着自己
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这
怎么不令人悲叹？

好的教育不一定好找工作，好
的教育和找工作之间， 本来就没有
必然的联系。 现在来看， 甚至可以
说人类相当一部分的精神文明成
果， 都是找不到工作饿肚子的人鼓
捣出来的。 庄子饿个半死， 杜甫也
没什么饭吃， 提倡人的自由发展的
马克思也是靠人接济才活了下来。
生活贫困， 找不到工作， 但是为人
类精神文明成果的累加做出杰出贡
献的哲学家、 文学家、 诗人， 哪一
代、 哪一国都多的是。 这些人如果
为了吃个饱饭， 为了争个所谓的社
会体面， 就改行去做当时最赚钱、
最可以活好的工作的话， 我们就看
不到“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也看不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的李白了。 所以，活得是不是体面、
钱赚得是不是多、 社会地位是不是
高， 与人的自由发展、 与好的教育
并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文理学院的在校生只占全美高
校的 3%。 但是，这 3%的比例，却占
据了全美 8%最富有的 CEO，19%的
美国总统， 近 20%的普利策奖获得
者。 这些人无疑是一个国家的精
英、栋梁。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

蒙人的博雅教育？
□方建锋

纵横谈

依法治国唤醒教师权益保护
□刘玉江

局内人

据河北青年报报道， 有网友微博发布照片显示， 衡水二中教学楼每层都装上了密封的铁栏
杆，“为了防止学生跳楼，改造得与‘监狱’没什么两样”。 衡水二中为什么会这样做？ 其对学生生命
的成长意味着什么？ 学校究竟该如何提升教育品质？

当看到网络上衡水二中那密封如
鸟笼的教学楼和密密麻麻的栏杆，心中
的第一直觉就是“集中营”。或许这是因
为担心学生跳楼，学校采用的一种应急
措施，或许有不少人认为为了学生安全
怎么做都不为过。 但是，这样做却有更
大的隐患。

首先，学生为什么要跳楼的问题
没有解决。 在当前的应试教育模式
下，学生之间的竞争非常残酷，再加
上正值青春期，生理和心理均处于剧
烈变化的阶段，学生易产生轻生的想
法。 而学校没有从源头上思考如何缓

解学生心理压力，却异想天开地采用
了堵的措施。 人能堵住，但心能堵住
吗？ 除非真的像集中营那样 24 小时
贴身看管，这种防人自杀的方式才会
奏效吧。

其次，学校的应对方式充分说明
了当前学校管理缺乏教育理念的问
题。 这些出现心理问题的学生正是在
长期的“洗脑式”的高考鼓吹中，逐渐
发现了应试教育竞争的残酷真相，在
学校的升学狂热中迷失了自己。 当这
种功利性教育做到了极致，当绝大部
分人认识到高考就是陪“学霸”读书

的时候，这些学生如何面对学校给自
己灌输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 如何面对高考失败的现
实呢？

为什么把应试教育演绎到极致的
超级中学，从不反思自己教育中的问题
给学生带来的影响，不仅不去解决学生
的心理问题，反而变本加厉对学生的肉
体进行禁锢？

或许有人说，为了学生升学，一切都
是值得的。从个体角度来说，或许有一定
的道理。但是从宏观上来看，却是大大的
不值。社会中最宝贵的是人，每个人找到

自己的价值，才是教育的最大价值。
最后，当学校被某些人变成了集中

营之后，我们的教育该何去何从呢？ 或
许我们会说让时间来证明一切，但是我
们能从教育理论上进行分析，却不能交
给时间来解决， 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
是活生生的生命，教育不能失败，也失
败不起。 那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也是对
民族和国家的犯罪！因为那些本应欢声
笑语的生命已经证明了这一切。就是把
学校变成集中营也无法改变鲜活生命
对其的审判！

（作者单位系中南民族大学）

学校变集中营说明了什么
□蒋永红

层层封闭的铁栏上挂着一条条
鲜红的励志横幅，构成了衡水二中一
道独特的校园文化“风景线”。 铁栏之
密密如蛛丝， 横幅之艳艳如鲜血，这
种校园环境还能让学生有何想法，这
种校园文化到底要将学生引向何方？
装上了铁栏， 学生就无楼可跳了，学
生是不是就真正安全了，学校管理者
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这样的外
在护栏就可以根治一些学生想轻生
的心吗？

当我们把教育公平仅仅理解为
着力营造尽可能均衡的外部资源环
境之时，实际上，我们很大程度上忽
视了学生内在潜能的开发和发展。 各
展所长，让适合干什么的成为什么方
面的行家，这才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
义。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适合自己的
道路上走得更高更远更深，应该成为
学校教育的根本出发点。 拨开学生眼
前的迷雾， 点亮学生内心的灯盏，让
学校的课程尽可能地满足不同需求

的学生发展，给学生一个出口，也就
给了学生一条活路， 从这个方面说，
高中教育大有作为。

因为害怕学生跳楼，就在教学楼上
装上密封的铁栏杆， 这是一种治标不治
本的做法,只会为学校、家庭和社会带来
更多的安全隐患。与其劳民伤财制造“监
狱”，不如竭尽所能积极开发课程，努力
打造适合学生成长的舞台， 让更多的学
生能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奔跑。 心病需要
心药医，解铃还须系铃人。学生的消极情

绪宜疏不宜堵。 让学生时时都能看到希
望，看到光明，获得自我的成功、集体的
认可和社会的尊重， 这样的教育才是真
教育。

别把学生牢牢地密封在教室之内。
我们希望看到，学校能够从学生的具体
情况出发，积极去开发各类适合学生的
课程，让学生走进适合的领域，从内在
解放学生的心灵，让学生感受生命的灿
烂与辉煌。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杨花中学）

铁栏拦不住学生绝望的心
□周芳元

作茧自缚的学校管理
还要走多远
□熊丙奇

此前媒体曾报道，衡水二中在最近
半年接连发生两起学生跳楼自杀事件。
想必学校加装防护栏，是为了防止再有
学生坠楼。 这一做法和当年富士康接
连发生坠楼事件后，在员工宿舍楼安装
防护网几乎完全一样。 学校的这种做
法，充分暴露了“高考加工厂”反人性的
本质。 原本就引发了学生严重的心理
问题， 现在又用粗暴的方式来应对问
题，更值得反思。 如果学校的教育理念
不改变，防护栏能拦住学生跳楼，却修
复不了学生已被扭曲、伤害的心灵。

网友称这所学校被改造得像监狱。
事实上， 多年前就有舆论质疑衡水的多
所高中对学生进行“监狱式管理”。 但由
于学校每年取得傲人的高考成绩， 当地
政府、学校及家长，对质疑置若罔闻。 在
他们看来，分数是硬道理，为了分数，可
以不惜一切， 把学生完全作为工具对待
就变得“理所当然”。

诚然， 目前的高考制度让学校很
难摆脱应试教育，但是，办学者的选择
也很重要。追求学校的升学率，其实也
有不同的路径。 一种路径是对学生进
行封闭式管理、洗脑教育，不给学生自
由时间，整天围着分数转。这种路径简
单、粗暴，但对提高分数颇有效。 另一
种路径是，坚持基本的教育底线，给学

生一定的自由空间，包括提供选修课、
开展社团活动等。学校也在乎升学率，
却通过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生
活习惯，激发学生的自主性，来提高学
习成绩。相对前一条路径，后一条路径
要求学校在课程建设和学生发展指导
上投入更多的精力， 学校不是粗暴地
强迫学生学习， 而是关注每个个体的
不同情况。

现实中， 许多学校选择第一条路
径， 因为这条路径不需要增设课程，不
需要搞社团活动， 只要对学生加强管
理、训练。 而这种选择，能得到家长的
理解和支持，因为他们认为学生学其他
非高考知识无用，只要提高高考成绩即
可。 另外，家长们还为学校开脱，称学
校缺乏资源， 比不过发达地区的学校，
只能向集中、精细化管理要分数。

这是放弃教育原则的功利办学。
如果办学者能坚持教育底线，从学生未
来着想， 就会想方设法选择第二条路
径。 而且， 只要认真投入，“分数效果”
不会比第一条路径差，对学生的长远发
展也有积极影响。

我最近到湖南长沙一所以招收复
读生为主的高中调研发现，这所学校与
许多复读学校不同， 学校并不对学生进
行封闭管理，而是给学生不少自由空间。

学校还经常邀请专家来
校组织报告会， 拓宽学
生视野； 开展写高考日
记的活动，要求每个学生写
日记，并把日记存入学校的
学生档案室，供学生今后回校重
温复习迎考的心路历程。

针对复读学生的心理问题，这
所学校还设立了心理咨询室，给学生
心理辅导和咨询。 就在我在校的几天
里， 学校正启动新一年的支教计划，
在全校招募支教志愿者，等高考后去
贫困地区支教。 这一系列教育活动，
让复读生摆脱失利的阴影，改变对学
习和自我的认识，从而实现提升。 有
不少复读生经过一年复读，把这所学
校作为自己的高中母校。 这对复读学
校来说是很大的肯定。

一所以高考为目标的复读学校能
这样做，其他学校没有理由做不到。 办
教育，必须热爱教育、热爱学生，从有利
于学生成长的原则出发，设计学校的教
育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
我管理意识和能力。 这不仅有益于高
考，而且受用终身。

当然，这种办学模式目前更多地取
决于办学者的个体选择，彰显了教育理
想和情怀及不向粗暴的应试教育低头

的魄力。 要让所有办学者都把学生的
身心健康放在首位，就必须推进高考制
度改革，为学校办学营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以个体和制度的共同努力，消除“高
考加工厂”。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禹天建/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