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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教育热点新观察》（高等教育卷、基础教育卷）汇集的是近两年来，海内外知名学者、资
深媒体评论人，对我国教育热点问题的观察与评论。
浏览一下篇目，扑面而来的各种问题，令人痛感教育病之深重。
打而不倒、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炽烈的择校热、高昂的择校费，成为社会公害。
中小学生成为社会上最辛苦、最沉重的人群。
从1995年至2004年，中小学生的近视率增长了10个百分点，即可见一斑。
在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之后，教育以现代化的名义高速发展、教育机会极大地增加之时，却重新出
现“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
教育的社会形象、社会声誉、内在品质严重下降，与巨大的发展成就形成强烈的反差。
一个文明古国的教育，成为舆论中的“暴利行业”、“腐败重地”，并与医疗、住房一起，成为老百
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
这样的变化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教育成为社会的问题中心，成为众矢之的，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它与另一个事实紧密相关：教育从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国际竞争硝烟弥漫的前
沿地带。
伴随人类社会进入以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为重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风
起云涌，各国对改革教育无不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和高度的紧迫感。
例如，美国的每一届总统都会以“教育总统”自诩，在竞选中提出一整套教改方案。
教育改革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规模干预、介入的事务。
在这一背景下认识中国的教育问题，令人感慨的就不仅是问题本身，而是与之并存的另一个事实：我
们对改革教育的迟钝。
它揭示了发达国家首先是教育发达，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教育落后而且浑不自知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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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热点教育话题，众多名家联袂评说。
《中国教育热点新观察》集中收录当代中国72位知名学者、作家、评论人。
对2003年年底到2007年年初发生的一系列教育事件的重要评论。
高等教育卷从刘翔“通吃”、高招区域歧视入手，深刻反省中国高等教育的公平性；从学者信任危机
入手，严厉批判日益泛滥的学术腐败现象等；基础教育卷由高考移民现象出发，理性检视高考制度的
公平性；由热极一时的“80后”、“超女”现象出发。
积极建言青少年人文素质培育等。
涉及话题之重大、语言文字之通俗、阐释理念之平白、评判态度之审慎、言说语气之深情、思想反应
之敏锐，既会感动教育从业者，更能打动社会大众，并由此引发他们更深、更新的思考。
最精英的人。
做最大众的事。
这是《问诊中国基础教育》主旨之所在，灵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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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保印，《新京报》资深编辑、评论员、作家，曾在《教育时报》、《教书育人》等报刊主笔7
个专栏，已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作品1000余篇。
其中多篇被转载，或被中学语文教材、年度最佳杂文选集收入。
主要著作有《直击中国教育底线》、《千万别教坏孩子》、长篇小说《草根儿》、话剧《我是一只蚂
蚱》等，主编《思想中国》丛书《生命政治》、《全球化生存》、《法的精神》《蓝海博弈》、《精
神历程》，特约编辑《新京报名家评论精选》、《新京报时事评论精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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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 高考制度之检视·兼及高考移民问题高考改革仍需提速视高考“性别歧视”之外的问题如果我来写
今年高考作文公开高考满分作文应成制度“高考加分”，实在两难为什么会有名校情结高考发榜不排
榜的制度变革意义高考制度与教育公平高考制度：迫不得已的荒谬从美国高考谈“再次机会”高考前
需要智慧，不需要许愿“通知书没寄到手”怎能成人学的槛尊重少数人权利是高考应有之义打破高考
招生录取的暗箱操作重奖能把孩子们拉回学校吗高考招生腐败案为何频发革新招生体制，消化高考移
民教育资源当随人口流动转移“高中移民”不能一禁了之替考事件反映基层地区高中的生存危机2 人
文素质之培育·兼及“80后”与“超女”现象把“80后”当宝贝给年轻人更多尝试的机会我们要警惕
“超女”的僭越“超级女声”会使我们“娱乐致死”吗接人待物，我们能否更有礼貌以礼待人，请安
静一点我们的社会需要重视快乐的价值中国人，你为什么如此生气尊重生命是最基本的觉悟濒死处境
中的求生选择培养人性是教育的最低标准孩子的心为什么这样狠“流氓兔不坏，小朋友不爱”的钢丝
电子游戏猛于虎救救中文通识教育要从中学开始学校教育要重视人文内涵和民主底蕴人的精神发育史
就是阅读史由北大的考题想到作文与真话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非刑罚崇拜中小学民间文化传承教育的
思考3 师长观念及校正·聚焦青少年权利4 教育理念之评判·兼及“人文奥运”与弱势师生群体5 教育
政策这观察·聚焦义务教育改革6 义务教育模式探索·孟母堂事件7 教育公平之吁请·兼及义务教育全
免费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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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高考制度之检视·兼及高考移民问题　　高考改革仍需提速　　高考结束之后，作为一年一
度的新闻热点，重新淡出社会的视野。
但对两亿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而言，高考是一个不会过时的话题，每天都生活在它的重压之下。
　　高考的基本功能，即选拔优秀人才和对中小学教育的正确导向。
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显而易见，来自社会、家长和学生要求改革高考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
但“业内人士”的态度，言必称最公平、最高效、最不坏，对高考制度究竟应不应该改、能不能够改
的问题，缺乏基本的共识。
因而，高考制度改革实际处于一种暖昧和胶滞的状态。
高考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众所周知，并没有人要否定或取消这一制度，今年也有一些实际的改革，
如高考自主命题的省区继续增加，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提前自主招生，以及中国政法大学调整
招生名额分布、促进区域公平的努力，说明高考改革确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高考制度改革，包括考试制度和招生录取制度两个不同方面。
近年来社会关注招生录取制度较多，但考什么、怎么考的问题仍然存在，仍然需要改革。
对高考科目改革的意见，我认为现在“3+文科综合”（理科综合）（下面简称“文综”或“理综”）
的模式，考试科目实际达6门，实在太多。
鉴于高中会考已经比较成熟、规范，具有防止偏科的教育功效，可考虑将通过高中会考作为参加高考
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减少高考科目。
目前的“文综”和“理综”考试，已经数年实践，可以有个定论。
　　我认为这一尝试是不理想的，应当考虑改变。
由于目前高中的教学和教师都是分科的，高考却要综合，教学与考试脱节，因而实效较差。
而且名为综合，基本仍为分科考试。
以北京“文综”试卷为例，总分300分中只有最后2道大题（共60分）是真正综合的。
如果取消“文综”、“理综”，高考科目采取“3+1”或“3+2”模式似较为合适，可以少考一门或二
门。
已有一些省市采取“3+1”或“3+2”模式，不是也行之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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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成为社会的问题中心，成为众矢之的，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
它与另一个事实紧密相关：教育从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国际竞争硝烟弥漫的前
沿地带。
伴随人类社会进入以全球化、信息化、知识经济为重要特征的新的发展阶段，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风
起云涌，各国对改革教育无不抱有强烈的危机感和高度的紧迫感。
教育改革也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规模干预、介入的事务。
在这一背景下认识中国的教育问题，令人感慨的就不仅是问题本身，而是与之并存的另一个事实：我
们对改革教育的迟钝。
它揭示了发达国家首先是教育发达，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教育落后而且浑不自知这一事实。
　　“今天的教育”也就是我们“明天的文化”，举凡政治、经济、艺术、文学、人们韵精神面貌等
各个方面；都将受“今天的教育”的决定性影响。
人们，甚至于反感这种冲击的人们，也试图在努力把教育和娱乐结合起来。
　　——何怀宏（北京大学教授）　　教育与市场直接挂钩，其结果反而是人才的紧缺，这表明市场
本身已开始向教育提出质疑，要求它与自己拉开距离。
教育应该比市场站得高看得远。
培养出人性层面上真正优秀的人才，这样的人才自会给社会增添活力。
　　——周国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没有阅读只是训练，只是工厂的制造。
而不是教育。
现在我们的教育充其量只是训练。
人的阅读需要、人的精一神饥饿感的形成有其敏感期或关键期，而中小学阶段阅读习惯的养成，将影
响一个人终身的阅读兴趣与阅读习惯。
　　——朱永新（苏州大学教授）　　现在，有一个十分响亮而义正词严的理由：不能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
这正是当前青少年教育中流毒最广、危害极大的奇谈怪论。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根本就不是一场速战速决、比起跑、比爆发力的竞赛。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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