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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拿“高考状元”当应试教育的口红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高考之后，高考依旧牵
动人心。

近日，各地高考成绩相继
公布，名列榜首的考生仍然受
到各方关注。尽管不少地方的
教育部门发出了禁止炒作高考
成绩的禁令，甚至冷冻了“高考
状元”的信息，但是不少学生和
家长还是对高分考生情有独
钟，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和议论
各地的“状元”，希望能有所借

鉴。一些中学对高考成绩表现
得更为敏感，一旦本校学生成
为当地的“状元”，就广而告之，
以为可壮门楣，如果本校没有
几个拿得出手的高分成绩，考
不上名牌大学，就觉得惴惴不
安，好像给本地抹了黑。当然，
招生竞争日趋激烈，高校也不
会旁观这场热闹，为了“掐尖”
他们也会采取各种手段打探

“状元”信息。
各种诉求掺杂其中，关于

“状元”的话题就容易禁而不
止，并借助发达的通讯和媒体
或明或暗地讨论着。这并不是
一个令人多么愉悦的话题，参

与进来的人也可能有很多无奈
甚至痛苦，但是源自现行教育
体制的一种动力，已经使他们
被裹挟其中。因为，完全以分数
做衡量指标的高考指挥棒，是
学生、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在
现行体制中无法回避的信号，
否则就可能被边缘化或者出
局。

对考生而言，能在高考
中取得高分，无疑会有利于自
己在未来的高等教育中获得更
多更好的资源，名校出身的光
环也有利于将来的就业。但是
回过头看，这一张成绩单也只
是对既往基础教育的简单评

价，很难反映一个考生的综合
素质。很多例子已经证明，在应
试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很多

“状元”并没有显现出超常的创
新能力。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
崇敏曾在媒体直言，“改革开放
以来，30多年的高考出了1000多
个状元，到现在没有一个成为
国家精英级的人物，也无一人
成为行业领军人物或国际大
师”。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
际，曾有媒体盘点“百年清华走
出29位大师”，而有心人看到的
是，这些大师几乎都是清华最
初四十年培养的，前后对比反
差强烈。

“状元”年年有，大师无
一人，这样的局面显然不是
追捧“状元”的人所期待的。
如果只是考上一个名校，就
此泯然众人，今天的“状元”
只是一时的谈资，却不能成
为国家的栋梁。而以创新型
国家为目标的中国，现在正急
需培养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
才需要创新思维和独立思考，
如果没有基础教育阶段的着意
培养，等到接受高等教育时木
已成舟，也注定不会有大的突
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
养不出杰出人才？”钱学森当年
振聋发聩的提问，其实不只是

冲着高等教育，对整个教育体
制乃至全社会都应有所启发。
如果我们仍然以短视的目光盯
着“状元”不放，把它当做应试
教育的一抹口红，只会进一步
加重教育价值观的扭曲，促使
更多的中学和学生把精力集中
在应试能力的训练上，为了打
造高考“状元”就可能涌现出更
多的“教育工厂”。

无 论 是 否 称 呼 为“ 状
元”，名列榜首的考生都引人
注目地存在着。回避话题未
必就能使之冷却，我们现在
更需要的是能否冷静地看待
这种畸形的“状元”热？

让房产担起更大责任是别有用心

不要以金钱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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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最近在走访贫困职

工家庭时，发现一个奇怪的
现象：不少家庭一件像样的
家具也没有，父母在家还穿
着工作服，没一件像样的衣
服，而在外读大学的孩子却
挥霍无度，租公寓，穿名牌，
下馆子。有名职工在向单位

申请困难救助时，有人举报
这家根本不穷，理由是这家
孩子有一次在夜市吃饭，一
人就吃掉几百元。

金钱教育涉及社会的各
个环节，而学校和家庭，又是
金钱教育链中最基础最首要
的一环。在我们国家，让大学
生打工付学费，或是让刚刚
工作不久的人脱离父母的经
济完全自立，似乎还不太现
实。但对于子女的金钱观教
育，以及对他们使用金钱的

引导和控制，这方面的工作
总是能够而且是应该做的。
如今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
人们都舍得在孩子身上花
钱。国内有关专家和研究人
员最近指出，不少家长的智
力投资都存在很大的盲目
性，而且有的家庭或以金钱
作刺激，或以金钱作补偿，出
现了以金钱取代教育的倾
向。这值得所有家庭尤其是
工薪家庭警惕。

读者：阮红松

南京市级文物、著名民国建筑张治中公馆曾因2007年被屋主“非法
拆除”、2008年被违规重建颇受关注。近日，有媒体报道，开发商将新建
小楼，正标价6400万元挂牌出售。(6月24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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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丰慧

房地产大佬放言：经
济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房
地产的减速关系非常大，
房地产一旦下滑了，整个
家居行业、服务业等，可能
会有五六十个行业都受到
影响，所以房地产应该在
经济危难之际担负起更大
的责任(6月21日 《每日经
济新闻》)。

中国经济目前的困难
局面是国际国内因素综合
的结果，主要表现在内外
需求严重不足上。从国际
因素看，美欧是影响中国
外需低迷的最主要因素。
这使得中国出口完全处于
被动局面。外需下滑对于
出口型经济的中国影响是
致命的。在外需乏力后，内
需启动又困难重重。受制
于百姓收入增长缓慢、社
会保障体系不健全、高物
价高房价高生活成本影
响，刺激消费效果欠佳。同
时，由于种种原因使得高
铁等重点在建续建项目建
设缓慢甚至停工停建，使
得投资这驾马车刹车太
快。

上述原因是造成中国
经济目前出现困难局面的
主要原因。从世界经济情
况来看，不只是中国，欧
美、新兴经济体国家等大
都没有完全从金融危机中
走出，却又陷入欧债危机
的困境之中，整个全球经
济都处于不景气之中，而
非只是中国。

一年多来最严厉的房
地产调控不能说对经济影
响一点没有。但是，“经济
走到今天这一步”主要因
素并不是房地产调控。况
且，长期以来我国经济过
分依赖房地产拉动，是促
进了经济发展，推高了增
速。但是，这种拉动是泡沫
式的，泡沫破灭造成的经
济金融风险危害性是巨大
和不可想象的。同时，为了
一个GDP增速而不断盲目
发展房地产，畸形推高房
价，背后牺牲的是普通百
姓的利益，牺牲的是民生
大计。一个高房价不仅给
经济金融带来风险，而且
已经制约和打压民生，甚
至正在影响社会稳定。因
此，我们需要的经济增速
是实实在在无水分无泡沫
的增速，我们不需要房地
产泡沫推高的速度。宁可
经济增速慢一些，也不能

再把经济寄托于房地产泡
沫式发展上。这也是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
之一。

房地产支柱论既荒谬
又危害大。把房地产当做
支柱产业，既无限度侵害
土地等资源，侵蚀13亿人
口的口粮，又推高城市房
价，给市民造成住有所居
的巨大压力，既坑农民又害
市民。综观世界所有经济金
融危机，其导火索都是对房
地产及涉房产品放纵导致
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
索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产
品危机引爆的。13亿人口大
国的中国，人多地少经不起
房地产对土地的竭泽而渔，
更经不起房地产泡沫引发
的经济金融风险。

因此，可以断定房地
产大佬放言，要为经济担
更大责任的意图在于要求
彻底放松房地产调控，使
得房地产调控重蹈覆辙。
目前，房地产大佬们真正
想担当更大责任的话，应
该为房地产调控担当更大
责任，这才是真正为中国
经济和百姓着想。

如果我们仍然以短视的目光盯着“状元”不放，只会进一步加重教育价值观的扭曲，促使更多的中学和学生把精力集中中在

应试能力的训练上，为了打造高考“状元”就可能涌现出更多的“教育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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