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必须尽快取消中小学
“
重点教育

”

体制

黎 鸣

如果牛顿
、

爱因斯坦降生在现代的中国
,

就根本进不了
“
重点中学

” ,

因为牛顿是被人
.

称为
“
晚熟的人

” ,

而爱因斯坦在老师的眼里也充其量不过是个
“
平庸迟钝

” 的学生
。

那末
,

他们脱颖而出
,

攀上他们的科学巨星的宝座
,

就成问题了
。

上海发明穿绳器的茅嘉凌小朋友

的命运正就是我们设想中的
“ 牛顿

” 、 “
爱因斯坦

” 的命运
。

小茅于不幸中又算大幸
。

虽然

小学毕业后未能进入重点中学
,

甚至因失去学习的信心退了学而去做小工人
,

然而由于他在

小学时期的
“
穿绳器

” 发明居然在三年后获得了外国人的青睐
,

得到
“
世界发明奖

” ,

这项
奖励震动了中国的良知

,

并且引起了文汇报的一场讨论
,

小茅这才终于 又获得了 学 习 的 机

会
,

甚至还被接入了
“
重点中学

” 。

已经失去的黄金般的三年时间诚为可惜
,

终究小茅的未

来还是有造就希望的
。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
,

那些并未获得外国人青睐
,

而仅仅因为一次性升学考试未能通过总

平均分数线就被草草赶进了如同放羊一般的普通学校的千千万万的富有智慧潜力的孩子们
,

社会这么早就对他们匆匆作出这样基本上可 以影响到他们终生道路的选择
,

这将会对整个民

族
、

整个社会
,

对全部这些孩子们本人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

与此相联
,

我们还可以看到
,

所谓
“
重点

”
学校实际上重在提高升学率

,

重在
“
临门一

脚
” ,

应付关键考试的训练
。

学生们从小就被灌输入一种强烈的
“
读书一考试一升学一文凭

一得到一个稳定的铁饭碗
”
的系列观念

。

孩子们天真的好奇心
、

旺盛的求知欲
、

敏锐的创造

意念
,

等等
,

均受到了不该有的抑制和挫伤
。

现在学生的知识面普遍变窄
,

兴趣的广泛程度

普遍下降
,

熬过高考而有幸进入大学的学生
,

学习热情也骤然下降
,

甚至考场抄袭舞弊之风

相当普遍
。

最近在北京大学流传一篇
“
妙文

” ,

兹抄录 如下供大家思考
:

《教室铭》 (见北大某教室课桌 )

分不在 高
,

及格就行 , 学不在深
,

作井则灵
。

斯是教室
,

唯吾 闲情
。

小说传得快
,

杂志翻得勤
。

琢磨下围棋
,

寻思 看电影
。

可 以打朴克
,

写家

信
。

无 书声之 乱耳
,

无 复习之劳形
。

虽非跳舞场
,

堪比游乐厅
。

心里 云
:

混张文凭
。

同时也有人通过调查指出
,

现在中学生中高材生的比例普遍有女性化的趋势
。

这实质上

表明
,

我们的教育在愈来愈偏向对定型的
、

记忆性知识的灌注
,

而严重忽视了对孩子们想象

力
、

创造力的培养
。

高考严格按总分划线的做法更是加强了这种倾向
,

无疑打击了类似爱因

斯坦那样的偏科的天才
。

我国出外的留学生普遍存在应付考试
、

掌握现存知识的能力绰绰有

余
,

然而做实验
、

选课题
、

写论文
、

开拓新知识面的创造性本领却显然逊于西方学生
。

… …

这种现象莫不反映我国教育领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
。

从学生的学习目的
,

到教材 的 编 写方



一

法
,

到中小学重点教育体制
,

到整个国家的教育管理体制
。

仅凭区区短文要剖析所有这些间题的根源
,

固不可能
。

但笔者不妨直抒 己见
:

根本的河
一

题在于我 国整个教育系统 中的仅按行政办法操作的单一性体制 , 在此体制之下
,

我国的教育

理论研究
、

教育思想
、

教育方法也过份单一化
,

经常是一刀切
、

一风吹
、

随 (政治 ) 风转
,

根本呈现不了有利于繁荣智力开发事业的多样化学术思想竞争的
“
百花齐放

”
局面

,

显得极

其痔薄无力
,

缺乏应有的远见
。

目前实行的中小学
“
重点教育

” 、 “ 重点学校
”
体制正是

一

上

述单一性体制的有害表现形式之一
。

这种体制用行政规定的办法人为地把中小学分成重点
、

非重点等级
。

重点学校在教育经

费
、

教学设施
、

师资条件等各方面受到特别优待
,

这实际上是在重要的物质条件上根本否定

了更多其他学校参与竞争的可能性
,

严重挫伤了社会上更大量的教师和学生参与教
、

学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
。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
,

这种行政化的静态不变的等级制事实上形成了潜在

的社会歧视
,

造成了大量教师和学生的自卑
、

自弃心理
,

显然茅嘉凌就曾正是这种可怕的社

会歧视的受害者之一
。

在这种机械不变的
“ 重点

”
教育和

“
重点

”
学校体制之下

,

由于各方面的
“ 重视

” ,

重

点学校本身也受到重重压力
,

并且愈来愈变成自我封闭的机构
。

正常的转学
、

插班手续变得
、

极其难办
,

这一来
,

籍助权力插手的
“ 后门

” ,

向学生家长
、

家长的单位提出某些不合理要

求等种种不正常现象也就自然而然发生了
。

一些国家机关乃至上级单位对此所表现的姑息态

度
,

更是加深了
“
重点

”
与

“
非重点

” 学校之间的鸿沟
。

在教学方法上
,

为了千方百计顺应

从上到下的
“
升学率

”
要求

,

不得不特别重视对学生的考 试 训 练
,

这一来 也更强化了一次

性
、

记忆性
、

平均性
、

笔试定终身的观念
。

这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
机械性

“
重点

”

教育体制~ 高升学率、 重记忆性考试训练 , 挫伤孩子们学习的积极性 和 郁造 性 (得入
“ 重

点
”
学校的孩子一味机械地学

,

失去学习的兴趣
;
不得入

“ 重点
”
学校的孩子严重自卑

,
.

自
一

暴 自弃 ) ~ 社会各界更加重视
“ 重点

”
学校~ 更加强化升学率指标。 更加重视考试训练` 更

加挫伤孩子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恶性循环的后果是
:

孩子们愈来愈变成纯粹被动的被

选择的 学习机器
,

而不是成为也有自己的主动选择权利的有创造性的人
。

这种体制愈来愈强

化学校对学生的选择
,

却忘记了作为社会的教育部门的根本任务恰恰相反
,

应该是积极培养

孩子们逐渐自己作出选择的能力
,

必须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让孩子们自己学会选择
。

什么叫作人类的智力 ? 人类的智力本质上即是人们对社会中一切信息进行综合处理的能

力
。

这里的处理 包括吸收
、

记忆
、

自主的选择
、

操作
。

其中尤其 自主的选择能力反映了人类

的创造性智慧
。

什么叫作人类的智力开发? 智力的开发即是努力发掘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综合

处理信息的能力
,

而其中尤其是发掘人们对信息进行自主综合选择并加以操作的能力
,

也即

发掘人们的创造力
。

可 以很容易看到
,

目前我国的教育体制
,

特别是机械的重点教育体制是同我国的智力开

泼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

是 同培养我国每一代青少年的创造性能力的时代要求不相容的
。

为了民族的未来
,

必须尽快改革我国的教育体制
,

尤其应尽快取消目前正盛行于我国的
“ 重点

”
教育

、 “ 重点
” 学校体制

,

必须立即停止继续对孩子们作出过早的终身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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