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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熊丙奇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
了署名文章《衡水中学的现实与未来》。他
认为围绕衡中进行争议时，需要厘清一些基
本概念。

第一个问题，一切为了高考，是高考制
度的问题，还是衡中模式的问题?

熊丙奇认为，“衡中模式”饱受诟病之处
是一切为了高考，并把这做到“极致”。批评
者认为，它把应试教育做到登峰造极，只育
分不育人，把学生当作高考的机器；赞成者
不以为然，其理由是，现今中国教育评价制
度，不就强调考试分数吗？哪一所学校不在
进行应试教育，差别只在于做多做少，做好
做坏，以及只做不说上。

他说，衡中其实是我国应试教育的一个
样本，分析衡中的办学，应该重点挖制度根
源，否则，就把应试教育的板子打在学校身
上，一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二来学校也不
服，其他学校也是应试教育，以为“只因我做
得最好才被质疑”。

必须意识到，评价制度不改，唯分数论
就难以打破。切实推进制度改革，才能把学
校从应试教育中解放出来。这是争论双方
需要达成的共识之一，一方淡化制度，只批
评学校，一方强调制度之下的现实合理性，
难以找到交集，如果制度不变，批评者继续
批评，办学者继续老样子办学，这能促进教
育进步吗？更重要的是，如果制度改革作为
不大，大家认定制度难以改革，赞成衡中模
式的声音不会减弱。

第二个问题，教育改革，是体制责任，还
是学校责任？

他说，批评衡中模式者，期待衡中能在
当前的高考制度下，进行教育改革，因为衡
中有资源也有空间，在教改上做出探索；而
赞成衡中模式者，则呼吁尊重衡中办学取得
的成就。

高考制度必须改革，否则基础教育学校自
身的改革空间有限，不能脱离高考制度奢谈只
要学校转变，而与此同时，学校在当前高考制
度下，也应该积极作为。这是一所学校真正成
为教育名校而非高考名校的必然选择。

衡中的办学者应该从争议中看到，就是
取得如此辉煌的高考奇迹，但学校得到的社
会认可度、满意度并不高。

衡中重视高考成绩，这是中国教育的现
实，但现实不代表未来。衡中要拥有更好的
未来，必须思考在目前的办学基础上，怎样
推进改革。 (请继续阅读AA04版）

昨日本报转发 关于衡水中学的评论
引发教育界广泛关注

省会知名中学校长称衡水中学“监狱一般”

教育太功利就像大家看戏
人人踮脚尖人人都很累

核
心
提
示

说起河北省衡水中学，赫赫有名，这所中学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的高考神话。近日来，在中国青年报上，关于衡水中学的争论
一直未停止。实际上，衡水中学的争议，一直没有断过。昨日，《郑州日报》、《郑州晚报》、中原网、中原手机报及报业集团全
媒体矩阵同步编发中国青年报刊发的署名文章“跳出衡中看衡中”，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省会的两位知名中学的校长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们并不看好衡水中学的教学模式，更严厉地称之为宛如“监狱”。 郑州晚报记者 张勤

搜索“衡水中学”，其结果，一
个是“高考神话”，一个就是各类
视频。

视频中，学生拿着书本，排着
队，在“胸贴背式”的跑操中，扯着
嗓子齐刷刷喊着各种励志口号，
一停下脚步就低头看书。

再看高考誓词：“三调（指第
三次考试）尘埃落定，期中硝烟又
起，为了实现心中梦想，为了父母
殷切期盼，我369班全体同胞决心
向 368 班发起挑战：四海云水，翻
腾的是你们豪迈激情；五洲风雷，
更震荡着我们王者霸气。六九鲲
鹏，定会扶摇直上向天歌！ 69 铁
骑已出，誓怒云水；69 刀枪已鸣，

誓激风雷；69 班声已动，誓颓山
岳；69亮剑已出，誓平天下！”

很多外地学校的领导会被衡
中的激情所震撼，也期待自己的校
园能创造“置身其中想不激情飞扬
都很难做到”的氛围。江苏宿迁中
学的一位领导参观衡中后，向学校
做了这样的汇报：“无论老师还是
学生，表现出来的是人人争先、唯
恐落后的精神面貌。‘两眼一睁，开
始竞争’，学生从争起床速度、争宿
舍卫生、争操场列队、争早操队列
是否整齐矫健、争口号是否响亮、
争精神风貌是否朝气蓬勃，到争谁
先到教室、争谁先进入学习状态、
争谁的学习效率高、争谁的学习习

惯好……”
有教育界人士认为，衡水中

学用简单的、粗鲁的、机械的、重
复刺激的方式，营造一种群情激
昂的氛围，把各自的追求——考
名校与挣钱——植入那些年轻而
单纯的头脑中。

俞敏洪在演讲中多次引用的
一句话：“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
获得心灵与个体的自由，而不是
给学生洗脑并统领学生。”而成就
衡水中学高考辉煌的秘诀之一恰
恰在于剥夺学生的自由。“言必
行，行必果的执行文化”，是一种
压制，貌似在培养学生遵守规则
的意识，其实只会带来服从。

昨日，在看了本报同步编发的
关于衡水中学的讨论之后，省会的
两位知名中学的校长也有话说。

一所省重点高中的校长认为，
衡水中学的模式，和社会发展趋势
是相违背的。“不能否认它的成绩，
但是成绩不能说明所有的问题。”
这位校长的措辞比较严厉，他说：

“衡水中学迎合的是一种功利的市
场，用一种扭曲的精神、超军事化
的规范，要求学生进行超强度的学
习，整齐划一，作息时间严格。这
种范式是非常可怕的。仿佛监狱
一般。”

他说，教育绝对不是通过一个

分数衡量出来的，教育是一种播种
的行为，在一个人心里播了什么种
子，什么时候能发芽，结的是善果
还是恶果，都要由社会来评判。“但
是，我们的社会承担得起这样的后
果吗？不是在良性的环境里成长
的结果，而是一颗仇恨的种子，会
造福社会吗？”

教育过于功利了，功利到什
么程度？我们仿佛在看一台戏，
本来是一个人踮着脚尖可以看得
到，后来大家发现，踮脚尖能看得
清楚，我们也踮脚尖。于是，大家
也都踮起脚尖，结果是还不如大
家都不踮脚尖。他把大家弄得都

很累。
看这个问题，不能光站在一个

学校的角度看，而是应该站在国家
的高度看。如果采用一种比较温
和的方式，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和成
长规律的方式，每个人都是在心情
愉悦的环境中，按照他自己成长的
足迹，自然而然地产生了，这是一
种自然的状态。但是现在是拔苗
助长，人人都踮起了脚尖，选拔的
还是那部分踮脚尖的人，目前是人
人都很累。

“衡水中学以及类似衡水中学
的一些超级工厂，其实就是对学生
进行一种精神压榨。”

省会一所热点初中的校长，是
位女校长。对于衡水中学的教育
模式，她更关注的是学生的感受。

“孩子们只有热爱生活，才能
够热爱学习。中学时代本应是人
生中最为丰富多彩、最难以忘怀的
时光，然而难以想象众多学子是在
索然无味的训练打磨中度过的，并
最终通过同一把尺子和同一个模
具塑造出来。”

她说，衡中模式是在强烈需求
下产生的畸形体制，适合当今的高

考制度，但与社会提倡的素质教育
却又是大相径庭的，板子单单打在
衡中身上并不合适。“一考定终身”
的命运抉择规则不改革，用人单位
唯文凭、唯学历的选才标准不改
变，只能逼着学子们千军万马挤独
木桥，期盼人才、教育的互通立交
桥尽快建起来。

这位校长认为，有需求才会造
成目前的畸形体制，值得反思的不
应该仅仅是衡水中学。“一切教育的
前提应该是对人性的尊重。可悲的

是现在还有很多学校向他们学习。”
判断一所高中学校的优劣，高考

成绩固然非常重要，但也要看它是否
尊重选择、顺应人性。《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高中阶段
教育的定位是“学生个性形成、自主
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意味着学校应
该把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自主的机会
还给学生，允许他们在错误中成长，
为他们创造寻找志同道合的同伴的
机会，尊重他们的差异并尽己所能发
掘、满足不同学生的志趣。

不热爱生活，怎么热爱学习？

拿着书跑操喊励志口号，高考誓词“誓激风雷”“誓颓山岳” 教育专家熊丙奇：
创了高考奇迹
但社会认可度不高

◆衡中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