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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宝泉著的《教育的细节--陈宝泉教育评论集》收录的内容，是作者近年来主要是近三年内为《中国
教育报》撰写的教育新闻评论作品，发表后大多借助各主流媒体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求是网、
中国新闻网、中青在线、光明网等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这表明教育问题是中国舆论界长期聚焦的领域，教育是最令当前中国人心态纠结的事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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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宝泉，1953年5且生，《中国教育报》资深记者，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理事。
曾在黑龙江垦区下乡九年，担任过武装排班长、推土机手、拖拉机车长。
1978年考入哈尔滨科技大学，1982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4年到中国教育报工作至今。
曾做过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家庭及幼儿教育的报道与研究，主持过十年
的科技报道，现在主要为《中国教育报》新闻评论栏目”中教评论“撰稿。

1996年、1997年参与新创办的央视新闻评论栏目”新闻调查”的策划，做过《一言难尽择校生》、《
从取消百分制开始》等教育节目的策划。
前者获广电部金奖，后者进入该栏目当年收视率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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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杨元元事件想到大学责任　　上海海事大学硕士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在网上引
起了轩然大波。
作为教育行内人，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经过激烈震荡后舆论趋于理性。
杨元元没有留下完整的遗书、遗言，对于她的心路历程没有可信的解读。
对于一位年轻学子的逝去，我们应满怀惋惜，无论持什么观点笔下都要厚道。
但是网上的争辩涉及教育，涉及大学，涉及价值观念，涉及责任，就有必要展开讨论。
　　这些年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而公众对于社会公平的觉悟在提升，于是追求教育公平就成为教
育界的首要责任之一。
借贫富差距敛财的行径不断被曝光、谴责；坚守贫困山村讲台的教师被赞扬，得到支持。
但是实现公平的责任不能由学校独自来承担。
有教育专家告诉笔者，有的媒体在道德建设上仍沿用老办法，习惯于挖掘一些极端的例子，报道哪个
孩子家贫志坚，带着病残父母上学。
这实际上是负面报道，孩子的孝行美德映衬出所在村社和当地政府的耻辱。
小孩子家就应该得到呵护、照顾，周围的成年人都干什么去了？
　　大学当然有救助家庭贫困学生的责任，要尽力做到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学，仅此而已。
有的大学出于爱心给困难学生或生活不能自理的少年生父母提供住所，事后证明效果并不好，不宜提
倡。
一位大学校长朋友告诉笔者，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对他说：“你们中国的大学校长真了不起，学生
的衣食住行都要管。
我认为大学的责任主要是保证学生从入学到毕业能够得到真正的提高。
”大学要保证全体学生的健康成长，保证校园秩序。
尤其是女生宿舍要顾及所有入住者的权益，有必要坚持严格的管理制度。
　　这些年来，各大学都加强了对家庭贫困学生的帮扶，仅学生食堂就想了不少办法。
有的学校办起了温饱套餐，大路菜加一勺红烧肉；有的理工大学在饭卡上做文章，持续低消费者自动
打入补贴⋯⋯，还有的学校免费为家庭贫困学生做应聘培训。
笔者认为，大学还要注重建设文化环境，在推崇物质的社会环境里营造围墙内平等、自强的校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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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孩子的成长，在物质层面即低层次上需要吃、穿、住、玩等生理满足，需要爱护及安全，同时在
精神层面即高层次上也需要模仿、尝试、历练和成功，需要爱别人，需要尊重和指导。
在中国城市的多数独生子女家庭，长辈往往过度满足孩子的低层次需求—溺爱、过度保护、过度替代
，剥夺孩子的高场次需求—独立体验、自主选择、彼此尊重、经受挫折与获得成功。
这就导致孩子的能力低下、心理脆弱、人格偏执，在成长过程中不快乐，缺乏自信。
　　在中国农村很多的多子女家庭，孩子的低层次需求往往得不到保障，甚至有大批“留守儿童”自
幼与父母离散，推动起码的关爱与护佑，造成心理疾患。
他们虽有独立体验，经受历练的空间，但是缺少沟通、尊重和归属感，缺乏指导。
问题更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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