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6 卷第3 期

2 04 1年 9月

西 昌学院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Jour n a
l

o
fX i e

h an gC o
l l

eg e
·

So eia
l Sei en e eE d i ti on

V o
l

.

26
,

N O
.

3

S e p
. ,

2 0 1 4

浅谈教育综合改革视野下的舆论引领

胡金朝
(西昌学院

,

四川 西昌 6 一5 0 1 3 )

【摘 要】教育体制 综合改革
,

既顺应 民众期盼
,

又再次引起 国人对教育的关注
。

论文认为考试是教育过程中常用的测评

手段
,

作业是教育过程中必需的训练环节
,

惩戒是教育效果的 必要保障
,

三者是教育活动 的重要元素
。

提出教育综合改革是个

系统工程
,

需要正确 的改革舆论引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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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关乎民众利益
、

影响民族未来的国家事 要元素
,

教育本身需要考试
,

素质教育 自然也会有

业
,

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被称 考试
。

学过教育学的人都知道
,

考试是教育过程中

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l[] 。

随着现代文明程 常用的测评手段
s[] ,

是促进教师教授和学生学习
、

提

度的提高
,

经济社会 日益发展
,

人们对优质教育的 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途径
,

也是为国家和社会成

需求日益强烈
,

对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和深化素质教 功选拔人才的有效途径
。

教给学生知识
,

让学生主

育的呼声越来越大
。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 要掌握前人创造的科学文化成果和基本实践技能
,

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2〕 ,

既顺应 从而培养他们具有基本的文化修养和处理社会问

民众期盼
,

又再次引起国人对教育的关注
。

那么
,

题的能力是高等教育之前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教

教育到底要怎样改革 ? 改革后的教育应当是什么 育的主要 目的
。

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
,

让学生学会

样的教育 ? 笔者认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必需 研究
、

学会批判
、

学会创新
、

学会交际
、

学会生活则

用正确的舆论引领方向
。

应作为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
。

所以在我 国大学之

一
、

考试是教育评价的重要手段
,

教育本身需 前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
,

应主要是让学生学习前人

要考试 积累的知识
,

这一阶段学习继承知识远远超过创造

人们通常认为现在的中国教育是应试教育
,

应 发展知识
。

因此
,

在这一阶段的教育过程中考试是

试教育有种种弊端
,

其中最突出的是学生为了考分 非常必需的
,

它是检验教
、

学效果的科学方法和有

而不得不勤奋学习
,

大量地做作业导致太累
,

失去 效手段
,

通过考试成绩
,

教师能知道哪些知识学生

了快乐
,

影响了健康
。

因此
,

这么多年全社会一直 该掌握还没有掌握好从而分析教学内容改进教学

都在呼吁要为学生减负
,

要推行素质教育
,

要学习 方法
,

学生能知道哪些知识已经学好了记住了会应

国外的先进教育管理模式等
。

然而
,

这么多年过去 用了
、

哪些知识应该掌握还没有掌握好从而分析原

了
,

学生的学习状态基本没有改变
,

仍然是成堆的 因进行复习而提高学习效果
。

利用考试成绩来评

作业
、

练习 ;应试教育基本没有弱化教师仍然是加 价和选拔人才更是 目前国际上惯用的手段
,

比如现

班加点
、

讲课补课
,

学校仍然是小考
、

大考
、

模拟 行的高考制度
,

也许它 还不是最好的制度
,

还有许

考
。

这不能不让人思考应试教育改革怎么会这么 多可以改进的空 间
。

但任你怎么说高考制度坏
,

你

难
、

真的改不成吗 ? 我们不访从应试教育与素质教 能找到一种比高考制度更不坏的制度吗 ?

育比较中探寻这个命题
。

二
、

作业是教育过程中必需的训练环节
,

教育

把教师提供考试
、

让学生为考试而学习的教育 本身需要作业

称为应试教育
,

并认为应试教育有许多缺点的看法 作业是促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并将知识

也许起源于一种对教育的错误认识
。

考试是指导 转化为技能技巧 的重要环节
,

也是教学反馈的一个

教学
、

培养和选拔人才最重要最有效的途径
,

有其 重要途径
#[] 。

学生作业的方式有多种
,

读书写字做

自身的科学性与必要性
。

众所周知
,

素质教育是相 题是文化课的作业
,

弹琴画画是音乐课与美术课的

对于现在的应试教育提出的
,

其本身与应试教育并 作业
,

体能训练是体育课或舞蹈课的作业
,

做手工

不是绝然对立
、

水火不容的关系
。

考试是教育的重 是技能课的作业等等
。

为了记下来知识点掌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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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会用
,

学生要先把字认会
、

先把定义
、

定理记下

来
,

理解了去掌握 ;为了学会一项基本技能
,

学生同

样需要反复的练习
,

练熟了自然能生巧
,

巧 了自然

能灵活运用
,

这就是学习的基本规律
。

应该说现在

学生课业负担加重有其必然性也可有效避免
。

现

代科学技术 日新月异
,

新学科新知识层出不穷
,

可

供学生学习的内容 日益增多
,

这是学生课业负担加

重的必然原因
。

然而
,

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在学校

教育之外举办种种英语的
、

音乐 的
、

舞蹈的
、

体育

的
、

数学的
、

作文的等等五花八门的特长班
、

补习

班
、

提高班
,

是增加学生课业负担和家长经济负担

的主要原因
。

明明小学已经开设了英语课
,

可社会

上还到处都是什么剑桥英语
、

大山英语
、

GO GO 英语

培训班 ;虽然小学也有音美体课程
,

但社会上到处

都是钢琴班
、

小提琴班
、

舞蹈班
、

健美操班
、

游泳班
、

美术班等等
,

孩子们要多花多少精力
、

家长们要多

花多少钱来实现
“

教育之外的教育
”

? 而我们的教

育主管部门
,

一方面振天响地喊着要为学生减负
,

一方面却在争先恐后地支持各种所谓的特长班
,

好

像这样做就是在推进素质教育
、

就是在深化教育综

合改革
。

其实
,

这种做法在助长应试教育的弊端
,

阻碍素质教育的推进
,

弊明显大于利
。

减负的根本

不在于只是减少作业的数量
s[] ,

规范教育环境
,

严格

教育管理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

降低教育成本的根

本途径
,

也应成为教育综合改革的应有之意
。

三
、

惩戒是教育效果的必要保障
,

教育需要惩

戒

教育活动中有考试
、

有作业
,

学生学习过程中

需要参加考试
、

需要完成作业
,

必然要努力学习
,

要

付出艰苦的劳动
,

自然会感觉很累很苦
。

如果学生

学习 目的不明确
、

态度不端正
、

行为不努力
,

因贪

玩
、

上网
、

早恋等完不成作业
,

考不好成绩
,

或者做

作业时
、

参加考试时作弊
,

理应受到批评甚至惩

戒
。

作为教育工作者
,

我们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应多

鼓励多表扬是对的
,

然而不敢去批评去惩戒学生
,

任由他怎样玩
、

怎样不学就对吗 ? 这显然是对学生

不负责任
。

教育不可以没有惩戒手段
,

单凭鼓励和

表扬不可 以完成教育
。

现在的孩子骂不得
、

说不

得
、

批评不得
,

一点挫折就接受不了
,

这既有家庭娇

惯的原因
,

也有社会舆论的作用
。

有人讲教育要跟

国际接轨
,

国外的教育学生都是 自由的
,

国外的学

校是没有惩戒的
,

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点
。

比如

英国的好学校规矩非常严
,

英国议院规定
“

允许教

师在历经劝告无效的情况下采取包括身体接触在

内的必要手段
,

迫使不遵守纪律的学生遵守纪

律
” 。

新加坡的中小学教室后面墙上经常悬着一把

戒尺
,

据说
,

孩子表现不好
,

按规定打三下
,

只许打

手心
,

不许打手背
,

必须两个老师在场的时候才允

许执行
。

四
、

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

需要教师
、

学

生
、

家长
、

学校和社会多方参与
,

不会一墩而

就
,

也不能一劳永逸

我 国教育必须符合国情
,

教育综合改革必须符

合国情
。

因此
,

关于教育综合改革的舆论导向应遵

循教育规律
,

应能正确引领教育改革的方向
。

现在

有许多专家关注教育评论教育这本身是好事
,

但言

教育必谈希腊
,

大讲国外教育如何好
,

好象中国的

教育就是天生不如国外
。

其实
,

中国教育象其他事

情一样
,

它有中国的国情
。

中国国情最明显的特点

是什么 ? 是我们十三亿多的人 口
。

教育培养了人

才
,

考试选拔了人才
,

我 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绩是不争的事实
。

在中国
,

每年有多

少高中生毕业
,

这些毕业生中有多少能升人大学 ?

有一种比高考更科学有效的办法来选拔高中生进

人大学吗 ? 同样是高中生
,

不管你来 自城市农村
,

家庭富裕还是贫穷
,

只要你知识丰富
、

掌握扎实
、

运

用灵活
,

你考分高就能上大学
,

而且分数越高上的

大学越好
,

这很公平
。

学校越为社会负责
,

教师越

为学生负责
,

就越想让更多的学生考上大学考上好

大学
,

于是教师加班加点
、

不辞辛苦地为学生讲课

补课
,

呕心沥血 ;学生预习
、

听课
、

作业
、

复习
、

考试
,

单调而机械
。

而家长呢 ? 在抱怨学校不该为追求

升学率而补课和可怜孩子太累的同时
,

争着把孩子

往管理严格
、

升学率高的学校送
,

无不说明
,

升学是

硬道理
,

没人敢拿升学率开玩笑
6[] 。

教育可 以有许多快乐
,

丰富有趣的教学内容
、

风趣幽默的教师魅力
、

生动活泼的讲课艺术等无不

让学生学知识的同时获得快乐
,

但再快乐的教育也

需要学生刻苦学习
。

想想我们自己当年读书时的

起早贪黑勤学苦练
,

难道让孩子为学习吃些苦不应

该吗 ? 作为过来人
,

我们不能听到孩子说学习苦就

帮着他喊苦就指责教育出 了问题
,

更不能人云亦

云
,

不负责任地指责教师
、

批评教育
。

我们对孩子

要真的负责任
,

就要告诉他学习没有绝招
,

也没有

捷径
,

有的只能是老老实实的学习行为
、

只能是以

勤学为径
。

因此
,

无论教育怎么改革
,

学生都必须

参加考试
,

都必须刻苦学习
。

我们要告诉孩子
,

生

活中有意思的事和有意义的事是不同的
,

前者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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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玩的后者可能是痛苦的
,

教育里面有许多好玩

的
、

有意思的事
,

更有许多需要人去痛苦地探索但

却很有意义的事
。

我们不要去迎合社会上一些似

是而非的说法
,

什么素质教育
、

什么应试教育
,

应试

是一个学生最基本的素质
。

如果在全社会形成教

育不必受累
,

学习可以不做作业
,

素质教育就是好

的教育
、

好的教育就是可以玩游戏
、

可以上网
、

可以

看电视
、

可以不考试或者有考试只是对考试结果赋

予评语而不是评分
,

那么
,

这种理念下培养的孩子

以后是很可怕的
,

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是接不住中

国未来发展的重担的
。

素质教育的 目标就是要使

每个学生都能达到全面发展
,

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

相统一
口〕 ,

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注重学生品德修养教

育
、

身体素质教育和文化知识教育全面发展
。

培养

学生爱国情怀
、

文明守纪
、

强健体魄
,

教会学生牢固

掌握和灵活运用知识始终是素质教育的真谛
,

这种

教育并不是没有考试
,

只是考试或考察的内容
、

方

式要更加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
,

更加符合教育的客

观规律
。

总之
,

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在全国正不断

深化
,

关于教育改革的舆论一定要遵循教育规律
,

一定要正确引领改革的方向
,

而不能给学生
、

家长
、

教师和学校造成错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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