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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7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新闻发布厅，全国政协十三
届四次会议举行第二场“委员
通道”，邀请部分全国政协委员
通过网络视频方式接受媒体采
访。在回答“教育的真谛”的问
题时，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
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说：“孩
子只有分数，赢不了未来的大
考；教育只关注升学率，国家就
没有核心竞争力；分数不是教
育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根本目
标。”

（3月7日 新华社）

当前，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
家庭教育，都存在过度注重分
数现象。所谓“分分分，学生的
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早
已经走向了学校乃至区域之间
的竞争。每年高考季，一到成绩
发布，大家紧盯分数不放，在网
上展开一轮又一轮论战，试图
以此评价“教育水平哪家强”。

在唐江澎看来，好的教育应
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
问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让孩
子们以健全和优质的人格赢得
未来。而这，显然不是分数所能
承载的。

对分数的反思与警惕，一直
都在，每年全国两会上，都有代
表委员提出类似话题。但这个
问题始终没能很好地解决，当

前甚至还看不到解决的希望，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教育评
价标尺，也就是教育评价机制
出了问题。

在中国人的文化逻辑里，评
价占有重要地位。不管什么事，
都喜欢划一条线出来，然后“排
排座分果果”。一定意义上讲，
现行教育是为人才选拔服务
的，而为了评价教育水平，尤其
是孩子的学习水平，也需要一
个评价机制。教育的真谛，就在
于培养全面发展的孩子，既然
是全面发展，那就不是一个指
标，有时不是任何一个指标所
能衡量的。问题在于，哪怕所有
人都知道“唯分数论”并不合
理，但因为没找到一个看起来
更便捷更合理的评价体系，所
以就让分数唱了主角，甚至成
了唯一标尺。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分
数 是 一 种 教 育 懒 惰 。对 于 教
育 行 政 部 门 来 说 ，因 为 一 时
之间没有找到更 好的评价机
制，所以只好忍受着分数的种
种 不 是 ，依 然 拿 起 分 数 的 尺
子；对于家长来说，也知道分
数并不能准确评价孩子的素
质，但因为分数受到的认可最
高 ，也 只 好 投 进 了 分 数 的 怀
抱。这其实也是教育由来已久
的问题，很多怪象大家都知道
不好，都知道需要改进，可因为

改革有风险，找不到更稳妥方
案，所以“涛声依旧”，还是遵循
旧法。

只认分数，是教育评价出了
问题，任由其发展下去，情况将
十分糟糕，影响教育现代化目
标的实现。这就需要提供标本
兼治的解决方案。治标和治本
内在统一，但治标和治本并非
总是齐头并进，根据形势需要，
有必要突出重点、有的放矢，正
所谓急则治标、缓则治本。在当
前，或许很难在短时间内找到
一个更合理更科学而且没有风
险的评价方案，但依然存在努
力空间，最起码可以在最大可
能下丰富评价标尺，降低“唯分
数论”影响，更加重视孩子的身
心健康，共同关心这些教育问
题。而不是静观其变，甚至推波
助澜，任其张牙舞爪，绑架我们
的教育和孩子。

毛建国

都知“只认分数”不好
但为何难以改变

今日金评

“我不建议普通的孩子学奥
数，奥数只是极少数孩子去学
的，的确有一些非常有天赋、对
数学非常热爱的孩子，这些孩
子才应该去学奥数。大部分普
通的孩子我觉得不应该去学奥
数。”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学
院院士袁亚湘的一番话，再度
引发了公众对奥数的热议。

关于奥数的问题，其实早有
定论。中国奥数队领队、主教练
熊斌教授坦言，只有 5%的学生
适合学习奥数。然而，因“小升
初”择校竞争而火爆的“小学奥
数”，却在许多大城市覆盖了多
数儿童，形成所谓“全民奥数”
的乱象。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矛头
所指向的是小学阶段的“全民
奥数”，绝非国际奥林匹克数学
竞赛。中学生参加的国际奥数
竞赛活动是一项远离功利、公
平透明的激烈的智力角逐，作
为英才教育的一部分，为当今
世界各国所重视。从某种程度
上讲，培育中学生奥赛金牌获
得者，就是为数学及相关学科

提供国家队的人才后备军。一
言以蔽之，奥数是打不倒的，那
种违反儿童天性充满铜臭味的

“奥数班”才是要打倒的。
让奥数热降温，大家都知道

需要从切实推进教育公平，破
解“择校热”等机制建设入手，
但笔者认为，家长们好好理一
理自己那颗凌乱的心亦是当务
之急。

简而言之，教育公平的推进
不仅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公平
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概念，绝不
可能让所有学校的办学水平都
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在校际差
异客观存在的情形下，要想让
重视孩子教育的家长们不择
校，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想。当然，择校本身并没有错，
但关键在于家长要根据孩子的
情况，做到“量力而行，适可而
止”。

人生在世，有得必有失，得
失之间基本平衡。如果不是真
的对奥数有兴趣，即便通过奥
数班的学习提高了一些成绩，
倘若考虑到孩子因此而失去自

由玩耍阅读等其他方面的损
失，究竟是得是失，恐怕很难遽
下定论。

令人担忧的是，高达 95%的
孩子不适合学奥数，可看看现
实中的小学生奥数班，可以想
象其中有多少是“被学习”的。

“强扭的瓜不甜”，一味加压，不
仅达不到“望子成龙、望女成
凤”的效果，反而会拔苗助长，
适得其反，甚至生生扼杀学习
兴趣，严重影响身心发展。袁亚
湘院士坦言，奥数不适合大范
围的孩子学习，特别不喜欢数
学的孩子如果学习了奥数，可
能会把孩子的学习兴趣搞没
了。此外，普通孩子也没必要去
学习那些奇特的技巧。

每一位孩子都有属于自己
的节奏，万里征程，岂能在乎
毫厘之进退？道理谁都懂，可
问 题 是 树 欲 静 而 风 不 止 ，想
要让凌乱的内心宁静下来，殊
为不易。院士不建议普通的孩
子学奥数，你家的娃还要继续
学吗？

胡欣红

领跑全民阅读
应是教师的“人设”

全民阅读连续八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3 月 5 日中午，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
幕式的当天，这个话题在微信朋友圈刷屏。

笔者曾留意全民阅读七入总理政府工
作报告中全国成年国民阅读纸质书籍的数
量（今年调查数据尚未公布），2013 年为 4.77
本，2019年为4.65本，这七年都在4.6本左右
徘徊，一直未能实现“破五”这个目标。

教师群体由于其职业性质，其阅读不仅
关系到促进自己的精神成长和专业成长，还
关系到未来社会阅读人口的培养。但现在很
多调查显示，教师整体阅读情况不容乐观，
和其他行业相比，优势并不明显。因此，在全
民阅读连续八年写入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
今天，教师群体要扮演好全民阅读示范者和
先行者的角色，还需要进一步发力。

推动教师阅读是一个系统工程，教育行
政部门和教育业务部门、各级各类学校、教
师自身都应该有所作为。从学校层面来说，
学校领导应带头读书，组建校内教师读书
会，在校内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师读书活动，
让校飘书香成为学校的一种“标配”。从教师
个人层面而言，要真正认识到自身在全民阅
读时代所应扮演的角色，充分利用相应阅读
资源和平台，促进自己阅读。教师要形成合
理的阅读结构，走出阅读上的舒适区，努力
成为真正的阅读者，把阅读作为自己的一种
生活方式，像呼吸一样自然。

去年4月1日，《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
例》正式实施，书香宁波建设正如火如荼。如
何让自己在阅读上更上一层楼，以助力全民
阅读推进和书香宁波建设，这需要每一位宁
波教育人作出自己的回答。

刘波（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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