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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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本书主旨之所在。
灵魂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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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教育公平之反省·兼及刘翔“通吃”及高招区域歧视现象　　徐友渔　质疑高水平运动员上
大学的政策优惠　　优秀运动员在报考大学时得到一定照顾，可以以比一般考生低一些的分数录取，
这是正常和可以理解的。
但这种照顾应有一个合理的尺度，不然的话，既违反公正原则，也会对年轻人的价值取向和奋斗方向
造成误导。
　　我认为，我国近年来实行的照顾和倾斜政策有些过头，从教育部刚公布的《关于做好2005年普通
高等学校招收高水平运动员工作的通知》来看，这种过分照顾的趋势越演越烈。
　　对大学报考者当中某个特定人群应不应该照顾，照顾的幅度多大，这不是凭印象和感情来决定的
事，必须讲得出充分的道理，经得起严格的质询。
　　美国关于大学实行优待措施的争论，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近几十年来，美国一些名牌大学一直对黑人等少数民族学生在入学成绩上实行一定优待，但争论始终
不断。
反对者问：对少数民族学生的优待，是否违反了宪法关于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原则；是否侵犯
了其他考生的权利；对被优待者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对他们以后的成长是否有利；如果把同样措施推
广到其他情况，是否会造成某些社会问题?　　支持者说：第一，这是对黑人等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受到
的不公正待遇的一种补偿；第二，适当增加大学校园少数民族学生的数量，有利于学生增加对民族、
宗教、文化多元性的关注；第三，黑人等少数民族学生从名牌大学毕业的人数越多，意味着他们成为
社会精英的机会越多，这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弱势民族的自信心和地位。
一份为优待措施辩护的报告强调，优待措施并没有降低新生入学水平，少数民族学生的成绩和其他学
生相比，只有10％的差别，他们的入学分数仍然高于平均录取分数。
　　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德沃金替优待措施辩护时说的话十分精彩。
他说，大学的招生官员不应该把入学名额作为对某些申请者过去的成就或努力，以及他们内在技能、
优点的奖励，招生官员的责任是选出这样的学生：作为整体，他们能为学校应有的目标、作出最大贡
献；高等教育是稀缺资源，其财源来源是整个社会，大学因此承担着公共责任，其目标必须有利于社
会，而不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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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超越教育问题的浓烟迷雾，更重要的是对问题的诊断、矫治，是对教育改革的启动和推动。
长期以来，教育经费不足的外部问题压倒和掩盖了教育自身存在的严重问题。
近年来，我国改善教育的主要努力是在增加教育投入上，这无疑是必要的。
但必须看到，教育的发展模式、内在品质、教育公平、学术腐败等各种深层次问题，并不是靠增加投
入可以解决的。
教育领域各种深层次问题的暴露，凸显了先进的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尖锐矛盾。
今天，需要特别强调制度变革的重要性。
国际经济竞争的背后是教育和人才的竞争；而教育竞争的背后，是不同教育制度、人才制度的竞争。
无论大国的崛起还是大学的崛起，都是制度文明的产物。
我们所渴望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的人才辈出、大师云集的气象，并非几项急功近利的优惠政策所能催生
出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制度重于技术，制度才是“第一生产力”。
　　高校是教育的最后一站，在这里是亡羊补牢，尽可能补救前衍，而不应以高考招生的地区歧视继
续扩大此前已经积累的不公平。
“大”有“大”的盲点，这几位“大大学”的校长大概忘记他们之“大”，是来自全国纳税人之“大
”。
　　——朱学勤（上海大学教授）　　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的范围，不可能保证每个想进大学的人都
如愿，但公立大学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同样应该确保公民受教育权的公正。
直属教育部的全国重点大学面向全国招生。
如何做到招生公正是教育公正的重要方面。
　　——葛剑雄（复旦大学教授）　　围绕打击“学术腐败”所造的声势，可能只是转移了人们对真
正的学术腐败的注意，削弱了人们对这类现象的思考和批判，而没有对这些更具根本性问题的批判性
思考，没有体制上的重大变革。
学术腐败也依然故我。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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