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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读·观察

到沂水一中“强

化”一下
6月 14日中午，沂水县各中学

中考结束。因高考、中考两次腾空
教室做考场而放假的高一、高二学
生，都在中午陆续返校，继续他们
暑假前最后一个阶段的冲刺。

沂水一中校园一片风平浪静。
在沂水县长途汽车站，从费

县赶来的沂水一中高一学生刘晓
清下车了，她提着重重的一个包，
很吃力，因为里面装满了书。

刘晓清原本就读于费县某高
中，春节之后转学到沂水一中。对
于这次半道转学，她本人也有点
儿懵懂。她只知道，父母想把她送
到一所有着良好学习氛围的学
校，于是就来了这里。

像刘晓清这样的借读生，
2007年之前在沂水一中非常普
遍。“那时候学习不好了，就转到
沂水一中‘强化’一下。”毕业于沂
水一中的孟燕说。

记者曾在 2009年做过调查，
当一些城市中学因为推行素质教
育而影响了升学率时，那些处于城
市周边、在应试教育方面做足了文
章的县城重点中学，以一套行之有
效的全封闭教学管理模式，让不少
望子成龙的家长趋之若鹜，吸引了
许多城市学生前去借读。

记者在沂水一中随机调查了
十多个学生，他们几乎都对沂水
一中的教育模式表示满意或者

“可以承受”。“谁不想考个好大
学？我的自制力很差，学校管得严
点是对我好。”一名抱着篮球的高
二男生说。

在一些学生看来，真正的压力
不是来自于学校管得严还是松，“即
使假期不补课，我们也得学习，想考
大学，就必须学。”对很多孩子，尤其
是农村孩子来说，考大学如今还是
一条最现实、最可行的路。

沂水是一个传统农业大县，
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65%。

“在农村，有一种思想根深蒂
固：考上大学才有出路。”沂水一
中的赵柯老师家在当地，也是农
民出身，他知道考上大学对自己
意味着什么。

摆在这些农村孩子和家长眼前
的现实是：考不上大学，要不回家种
地，要不加入打工仔的行列。

在沂水一中一直流传这样一
个故事，有姊妹三个，都从沂水一
中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还考上
了北大。

几乎所有把孩子送到沂水一

中来“强化”的家长，都在盼着这
个故事能够不断上演。

“一边是理想，一

边是现实”
“我就纳闷了，从古至今，我

们都提倡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笨
鸟先飞，现在笨鸟咋不能先飞
了？”一位老师半认真半调侃地对
记者说。

“摘牌，解决不了问题。”赵柯
也这么认为。

“说实话，搞素质教育，是应
该。但是，现在的高考制度和提倡
素质教育是脱节的。”赵柯认为这
个问题不解决，应试教育和素质
教育的矛盾就会一直存在。

在全国各地都在搞素质教育的
时候，2009年，沂水县以政府红头
文件的形式狠抓“应试教育”。
2010年 8月，沂水一中因为“贯

彻”县里的文件精神，被省教育厅摘
去“山东省规范化学校”的牌。

同时被摘牌的还有新泰一中，
而沂水二中、三中、四中的省级规范
化学校称号被给予黄牌警告。

今年5月20日，沂水一中的“山
东省教育示范学校”又被“摘牌”。

有意思的是，2010 年 12 月
份，省外一所中学到沂水一中参
观学习，至今在自己学校的网站
上挂着“学习沂水一中教育经验，
推动我校教学整体水平”的文章。

“考上大学才是硬道理。”赵
柯说，“说实话，这种应试教育模
式，只是沂水有吗？是学生愿意这
样吗？家长愿意这样吗？老师愿意
这样吗？校长愿意这样吗？”

“理想难以照进现实。”赵柯
感叹，“高考的指挥棒变了，一切
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让学生以后骂

我说的是屁话吧”

今年，福建高考语文现代文
阅读题选的是中国青年报记者
林天宏的《朱启钤：“被抹掉的奠
基人”》一文，当作者本人得知
后，出于好奇，找来试卷自己做
了一下，结果 15 分的题目只做
对了一半。

从报纸上看到这则新闻，赵
柯忍不住苦笑，“这种现象太正常
了。”

赵柯教语文，有时候一些高
考题目让他也哭笑不得，“我们的
高考内容就是这样，出题老师按
照他们的理解出题。”

“以后学生进了大学，长了见
识，可能会骂我讲的都是屁话。我
也承认自己有时候就是在讲一些
虚无缥缈的屁话，可是我现在不
这样讲，学生就考不上大学，以后
可能连分辨我讲的是不是屁话的
能力都没有。”

“这就是中国的教育现实。”
赵柯举了很多例子，“你知道貂蝉
的‘蝉’字怎么写吗？高考中会出
现，你说一个学生，能够分得清是

‘貂蝉’还是‘貂婵’，对他们真的
很重要吗？”

今年，南科大 45名学生拒绝
参加高考，“我坚决支持”，赵柯认
为，教育改革应该先拿高考制度
开刀，而不是从素质教育入手，

“如果不是一考定命运，还会有应
试教育吗？”

沂水一中校长申有利并未对
此发表评论，“私聊的话我们倒是
可以探讨探讨，采访的话必须经
过县委宣传部。”

就在记者等候校长的 20 分
钟里，先后有 3 拨人前去校长办
公室求情，想让自己的孩子进沂
水一中上学。

记者和其中一位家长谈起了
学校被“摘牌”事件，对方一笑，反
问记者：“这重要吗？”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涉及的
部分受访者使用化名。)

在山东大力推进素质教
育改革阶段，沂水一中却连续
两年被“摘牌”，究竟是什么原
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出现？

6月15日，记者专访临沂
市教育局局长卢立海。

记者：沂水一中连续两年
被“摘牌”，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

卢立海：推行素质教育、
全面落实课程方案是一个逐
步理解的过程，由被动到主
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难
免发生一些冲突。这些冲突
包括我们原有的一些思维定
式、思维方式、原有的习惯和
当今的理念以及一些先进的
素质教育概念的冲突。这都
是必然的，是一个转型时期
不可避免的。

记者：那您怎么看待沂水
一中这种现象？

卢立海：沂水一中现象
并不是唯一的，在山东省其
他一些地方、一些中学也存
在这种现象。首先可以肯定
的是沂水县委、县政府对教
育的高度重视，但在具体操
作层面上，却存在不协调的
问题。学校的不规范办学行
为，一是受到传统观念影响，
学校还是按照传统的操作模
式来办学；二是受家长观念
的影响，家长对子女享受高
等教育有着强烈渴求，这与
目前要求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理念还不是很协调。

记者：现在普遍提倡要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什么
还会出现家长的要求与教育
理念不协调的现象呢？

卢立海：首先需要解释
“人民满意”是一个什么概念。
其实教育部门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是符合人民群众整体长
远利益，而不是单独的、个体
的利益。比如家长希望孩子上
北大，但现实情况是不可能每
个孩子都上北大。从目前来
看，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
的追求还是非常强烈的，几乎
所有家长都认为子女不仅要
接受高等教育，还要努力追求
更优质的高等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
需要和个体的需要就会发生
冲突。政府和教育部门要办
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和长远利
益的教育，而有的学校却为
了迎合家长的这种心理，做
出违规办学的一些行为。这
也说明目前教育部门的引导
力度还不够，要想让家长由
深刻理解到自觉服从，还需
要一个过程。

“沂水一中现象

不是唯一的”
——— 对话临沂市教育局

局长卢立海

本报记者 孟君

李强 鲁超国

学校被“摘牌”，重要吗
探寻沂水一中遭遇的教育悖论
文/片 本报记者 鲁超国 李强 孟君

在沂水一中教学
楼前宣传栏内，专门
设了一个“沂水一中
名片”，里面有该校获
得的 72 个荣誉称号。

排在第二的“山东
省规范化学校”在去年
8 月份刚被撤销，今年
5 月 20 日，排在第三的

“山东省教育示范学
校”又被“摘牌”。

这张“名片”，似乎
把素质教育和应试教
育之间纠缠已久而又
难以调和的矛盾，写在
了一所县中学的脸上。

“其实看看全国大
部分县中学，情况都差
不多。只要高考制度不
变，应试教育就会一直
坚挺。”沂水一中的赵
柯老师认为，其实大家
都清楚这一点，只不过
沂水表现得更现实更
诚实罢了。

沂水一中因为“摘牌”再
次受到舆论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