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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理解中学生对“教育现状”的批评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深圳大停电让现代化城市警醒

4月 10日晚 8时 30分左右，深圳多个区域
同时发生大规模停电现象，部分区域持续两个
多小时。由于红绿灯熄灭，部分区域交通瘫
痪，并有多趟动车受停电事故影响出现晚点。
此外，停电期间，电梯困人事件数量急剧增加。

（4月11日《广州日报》）
事后查明，这次大规模的停电现象，是由

于深圳变电站设备故障引发，详细情况还在进
一步调查当中。这次停电虽然没有造成人员
重大伤亡、财产重大损失等情况，但还是在局
部引发了诸如交通瘫痪、动车晚点、电梯困人
等问题。在供电逐渐恢复，公众也长舒一口气
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停
电范围进一步扩大，如果停电时间进一步延
长，会不会带来更加严重的社会后果？这无疑
是一个值得全国所有城市都思考的问题，因为
任何城市都会遇到供电设备故障这样的意外。

那么，我们应该从深圳市这次大规模停电
中吸取一些什么教训呢？首先，停电后的应急工
作应该做好。这里所说的“应急工作”，既包括电力
部门应以最快的速度查明停电原因，恢复供电，也
指那些用电单位要有未雨绸缪意识，提前制订应急
方案，以免停电的时候陷入被动。比如医院这种地
方，因为手术需要用电，手术成败又关系到病人的
生死，对于停电，就应该做好预防工作，平时对发
电机等设备做好日常检查和护理工作等。

其次，要对公众普及“停电教育”。所谓“停
电教育”，就是在遭遇大规模停电以后，如何做
到不慌不乱，如何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如何应
对一些突发状况等。在这次深圳大停电中，很
多突然被困在电梯当中的市民，一下子手足无
措，慌乱不堪，几乎不知道自己此时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这正是“停电教育”缺失的结果。

凡是机器设备，总会出问题，所以停电在
现代化城市里不是个别现象，所不同的只是规
模、影响大小而已。所以，从政府、社会到每个
市民，都应该有一本“停电应急指南”。 苑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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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从媒体报道来看，该校领导告
诉记者，学校认为这名同学的演讲“言
论不当，用词过激”，已对其进行批评教
育，但本着宽容的态度，不会对其进行
处分。

可从报道中知道，“事后”，学校领导或
老师还是找这名学生进行了“谈话”。而“据
老师介绍，小江称自己最近看了一本‘90后’
大学生钟道然的书《我不原谅》，书中对当下
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评和反
思。对书中的言论，小江深有同感”。

可以去想，这位老师“介绍”中的那些
话，都一定是对这名中学生“追问”的结
果，而这种“追问”对这名中学生今后的成
长会带来多大伤害，谁都说不清。出了这
种“事”，很可能让这名中学生从此一蹶不
振，或者陷入沉默，在公开场合再不会说
出一些自己想说也应该说的话。

说起来，一所中学每天升旗，本应该

是件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事，就算仪式
后还有个演讲发言，也没必要弄得过分严
肃认真，而应该让还是孩子的中学生们畅
所欲言。如果这样说不错的话，那么，发
言中说一说他们对现行教育制度的看法
乃至批评又有什么错？

然而，现在不是这样。且不说从电视
画面中看到，一些中学的升旗仪式，简直
就是学校想利用这个机会给这些已经有
了一定思想的孩子进行正面教育，报道中
这所学校同样是为了一个升旗仪式后的
发言，“演讲学生不仅精挑细选，而且对学
生写的演讲稿，老师还要严加把关”，搞得
像是要到联合国会议上去发言一样。殊
不知，在这种情形下弄出来的发言，没有
一篇不是假话大话空话。

此外，大人和学校不总是教育孩子要
诚实吗？不知学校和老师是否作过调查，
这所中学里有多少学生愿意听仪式后的那

些说教；或者说两相比较，学生们到底是愿
意听那种“假大空”的说教，还是愿意听这
名中学生真诚的批评？当然，答案其实已
经有了，这就是报道中说的，连学校也不能
不承认，“现场听了江成博的演讲后，不少
同学还热烈鼓掌”。可见，这种所谓“言论
不当，用词过激”，只是学校领导和老师的
认识，并不是广大中学生的心声。

所以说，如果那名“90后”大学生“对
当下教育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批
评和反思”没有错的话，那么，这名“深有
同感”的中学生的批评就也不应该算错。
如果真要说他有错，弄句套话，也不过是
他那些所谓“言论不当，用词过激”的批
评，发表在了“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
点”。可一个中学生，因“深有同感”而又
对自己成长有很大关系的教育制度进行
批评，即使言辞激烈一些，也应该是可以
理解的吧。

江苏启东市一名中学生利
用学校升旗仪式后的发言，对

“教育现状”进行了批评或叫抨
击：“根据调查，中国孩子计算
能力世界倒数第一，创造能力世
界倒数第一……”“这难道就是我
们接受 16 年教育的结果吗？我
们不能只为父母的理想而努力，
应该有自己的理想。”“现在的生
活根本不是我们想要的，这种变
味的教育，我们学了有什么用？
就是考上大学又能如何？”“我们
不是机器，即使是机器，学校也不
该把我们当成追求升学率的工
具 ！”（新闻见今日本报 A21
版）。就是上面这些话，被学校领
导指为“言论不当，用词过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