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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教育病了吗》从中国教育现状入手，对当前教育体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和相关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批评。
张鸣教授行文深入浅出，观点犀利，观察问题真切深刻，针砭时弊痛快淋漓。
他的博学与明辨，为深陷教育误区的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对反思教育的缺陷，改正教育的弊端，
寻找教育的出路，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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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畅销书作家。
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中国的“北极”北大荒。
做过农工、兽医。
主要著作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等数种，以
及历史文化随笔《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无所谓与无所谓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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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高校真相今天的高校真相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
主要想讲一讲这&quot;两化&quot;对学生的戕害。
本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就存在一个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到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的
转型问题，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
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一方面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
在经过多年封闭，加上&quot;文革&quot;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
经过各方的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
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
然而，恰是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由于中央政府，主要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高调介入，大量政府
资金的投入，在资金投入过程伴随着行政控制的空前强化，在所谓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
地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居然强行依靠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
开始全国高校大跃进。
其中学生由于处于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因此所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唐僧肉，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啃而且啃得到的唐僧肉。
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那么，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自从对学生高收费以后，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
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小到打印个成绩单、复印个节目表，大到学生证、校园卡，一个成本不足两元
的校园卡，能收到五十元。
补考要收费，后来嫌收得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的重修费。
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
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电费原来全免，现在要自己付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的免税待遇
，但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各个学校虽说程度不同，但饭菜的质低价高的趋势却势不可当。
更令人不解的是，饭菜质量差，却不允许学生不吃，如果学生发动&quot;罢餐&quot;，那么领头的人
，肯定要被严厉处分。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
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都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强迫学生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
于学生自愿的不算），稍有不满，就将被打入另册，学习期间别想有好果子吃。
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
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给点微薄的酬金，人文社会科学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
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
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
学生中流传着一句话：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
业；能干的，老板喜欢，但要他长时间地付出，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
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
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
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
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的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的下属
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
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的对要听，说的不对也要
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
会。
老师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从，老师讲的东西，对与不对，都要照办，否则，考试不及格。
在这种权力的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
，变成了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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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的素质急剧恶化。
在行政化、衙门化的各种管理和评价体系中，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
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自己人格的教师，则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
因此，部分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坏事教授们做不出来了。
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老师，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老师们，居然
都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
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灵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
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
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
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
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
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所谓的科研，轻教学的结果，到目
前为止，教育部的要求依然官样文章，没有多少人把它当真。
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越来越得不到重视，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
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
面对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形势，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
教材的编写，变成了各个学校老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
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
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
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
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还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围，这样的学生，根本无
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
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但是，无论南北东西，哪
个大学，其实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
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肯定比今天糟。
教育部一统大学我的11位来自安徽的同仁，给新上任的教育部长写了一封公开信，问我们的新部长，
该如何解答钱学森逝世之前念兹再三的问题，--&quot;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quot;看来，跟钱老有同样疑问的人，还真有几个。
其实，钱学森问题，有点类似小沈阳的口头禅--&quot;为什么呢？
&quot;发问者自己肚子里是有答案的--因为我们的学校，没有培养杰出人才的机制。
当然，如果再追问下去，直白一点说，就是我们的学校不像学校，倒更像衙门。
至少，我们现在的大学，是比衙门还要衙门的所在。
这种地方，可以出数字，比如招了多少学生，本科、硕士、博士都翻了几番，大楼新盖了多少，最新
的设备进了几许，还可以催出大量的国内核心期刊和国外SCI论文，以及车载斗量的课题。
可惜，就是培养不出像钱老那样的杰出人才，也产生不出具有高度原创性的研究成果。
不仅没有杰出人才，而且离杰出两个字渐行渐远。
唯一可以吹的，就是数目字上的光辉。
造成今天这种局面，无疑教育部要负很大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大学衙门化、行政化和官僚化的泛滥的困局，其实是教育部挟大笔的项目投资
，凭借行政权力砸出来的。
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大棒，听话，跟着教育部的指挥棒走，就给胡萝卜，反之就给大棒。
环顾整个中国，唯有科学院管的中科大敢不买教育部的账，别的大学，即使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巨无霸
，也只能乖乖地服从命令听指挥。
我的11位同仁，之所以给新任教育部长写信，无疑是期待新部长改弦更张，让教育回归教育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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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过分迷信行政权力，迷信压力体系，迷信垄断性产业化的威力。
让教育家来办学，按教育的规律来办，不要继续让学术成为行政权力的婢女，把校园从官僚的衙门，
回归成教授和学生的园地。
让朱清时这样的校长，真正办几个规划中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那样的学校，别让所有的大学都是一个
模样，所有大事都由教育部一手抓起来，害得中国好像只有一所大学--教育部大学，各地的大学都是
分校。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当教育部成了行政化的头羊的时候，各个大学都在跟着走，各个
大学的校长院长们，都纷纷在自己的那块领地修建衙门，顺理成章地把教授打成了衙役，在行政化的
道路上，跑的甚至比教育部还要快。
几乎没有听说有哪个校长有过哪怕微弱的抵制，包括现在一些似乎很敢言的校长。
同样，我们的大学教授，虽然有些人肚子里有点不高兴，私下里会有几句腹诽的话，但是，也没有多
少抵制。
很多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大牌教授，似乎还乐在其中，很是享受行政化的好处。
好处真是不小，大笔的项目资金，大把的课题，大堆的走穴讲课费，还加上学校里一顶又一顶的官帽
子，奖励，荣誉，光环。
从事教育的人，眼睁睁看着行政化将自己从事的行业毁掉，不仅不心痛，而且还高兴。
这些年，如果全国的大牌教授都能发出自己声音，一起抵制这场行政化的运动，而不是参与运动，做
优秀运动员，我想，可能局面还不至于到今天这个地步。
所以，在我看来，回答钱学森问题，所有在教育领域里的人，官员、校长、教授，甚至包括学生都有
份。
在我看来，如果每个人都能答好自己那份答卷，钱学森的问题，是有解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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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中国教育弊端早就存在，这些年来并无多少改观，照这种模式发展，永远出不来一个本土&ldquo;
诺贝尔&rdquo;。
读了几十年书，我深刻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机器，读书写字背书然后考试，最悲哀的是考过全忘。
&mdash;&mdash;鲁迅文学奖得主　  王久辛人的才气、性情、素质，统统变成了表格数字，从这些表
格上根本看不出考生是怎样一个人！
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
制&hellip;&hellip;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
&mdash;&mdash;著名画家　  陈丹青如果中国的教育能营造活泼的氛围，让学生乐于学习，那它就成
功了。
&mdash;&mdash;著名教授　 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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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辛亥：摇晃的中国》畅销之后，张鸣教授具有历史洞察力和现实穿透力的最新力作。
易中天、陈丹青、梁文道、吴 思、龙应台、李 零 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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