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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责任

衡水中学几乎以一己之力扛起了衡水“教育名城”所有的名声，也成为这个经济落后、资源
匮乏城市的重心所在。如果把衡中比作一个工厂，那么整个河北省的初中，都是衡水中学
的原材料供应商。在很多中学校长和老师们眼中,衡水中学就像“黑洞”一样吸纳全省甚
至省外优秀生源。尽管衡中背负着“跨区域招生”、“站起一个，倒下一片”的争议甚至举
报，但当地政府在教育政绩观的驱动下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终都不了了之。
有人用“聪明伶俐进去，呆若木鸡出来”来形容“高考流水线工厂”对学生个性和思
想的压迫。在一再的质疑和批评声中，衡中仍在大踏步地走自己的路，究竟哪些
力量是这个“高考梦工厂”的推手呢？ 郑州晚报记者 路文兵 河北衡水报道

2013年，河北省教育厅发布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工作的
实施意见》，强调不允许跨区域
招生，也不允许设立重点班或快
慢班。但实际执行过程中，相关
规定却难以落实。

有人粗略估计，近年来，每
年有近4万名外地学生和陪读者
拥入衡水市区。逐年上演的教
育“移民”也给这个市区人口不
足50万的城市带来诸多变化。

石家庄某重点中学的一位招
生老师说，有关部门对衡水中学的
做法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关键有时候你管不了人家，你要
管衡水能全省招生么，把尖子全
给拔过去了，河北要管的话，能出
现这种情况么？光高一就 60 个
班，衡水哪来那么多生源？”

不能否认，升学率高的“超
级牛校”吸引了大批教育“移民
者”的拥入，也拉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收益的不单单是教育行
业，人来了，吃喝拉撒睡，加上通
信需要，至少可以带动房地产、
酒店、通信、交通等行业的兴旺。

衡水中学的校中校滏阳中
学有30多个复读班，每个班至少
有100多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
的人士告诉记者。”至少有 60%
的学生是外地考生。

某网站一项“拿什么代表城
市”的调查显示，高中教育成为

衡水的一个标签。
尽管不断有人写信举报衡中

的跨区域招生，但当地政府部门
对衡水中学的态度则极为“亲热”。

搜索关于衡水中学的新闻，
不难看出当地政府部门对衡水
中学的大力支持。每年高考成
绩出榜之后，衡水中学的网站会
挂满衡水各个领导的贺词。在
衡中扩建时，时任市委书记也表
达了强烈的支持：“涉及到哪个
部门、哪个单位，都要尽职尽责，
密切配合。要在全市各级的共
同努力下，把衡水中学的建设推
上一个新台阶，把衡水中学打造
成衡水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

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的表
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上世纪90
年代初湖北的“黄冈模式”。凭着

“奥赛、高考和教辅”三大法宝，黄
冈中学缔造了基础教育的第一代

“神话”，宣称“把中国考起来”。
火起来的同时，黄冈中学不

仅大卖教辅试卷，每年都有全国
人大代表名额。仅十余年后，学
校每年效益就过千万，还到外地
开分校。基础教育为贫困地区
带来的名声与经济反哺，刺激了
地方教育政绩观的兴起。

同样在衡水，衡水中学几乎背
负了这个经济落后、资源贫乏的

“教育名城”所有的名声，使得一个
城市的重心都放到一所学校身上。

“我女儿在衡中教数学，一
个月能发五六千的工资，福利
也好，米啊油啊基本不用自己
花钱买。就是太累了，每天都
披星戴月的。”一位衡中老师的
母亲告诉记者。

一位衡中老师向记者表
示，衡中给老师们的待遇和福
利，远远超过当地行业水平。

“但也真是累，甚至比学生都
累，工作时间和付出的精力几
乎是其他行业的两倍。”

有人说，完全可以把衡水
中学当做一家工厂来看待，作
为“员工”的学生和老师没有一
点自由可言。在这样的压力下，
学生做与学习无关的事就相当
于员工做违反企业规定的事，是
要受到像“扣工资”似的惩罚，而
老师则接受着类似企业KPI的
量化考核，一刻不敢松懈。

“衡中之前经常给老师们
办集体婚礼。就是因为他们太
忙了，根本没时间出去找对象，
只能内部解决了。据说，还有
的老师累得生不出孩子。”一位
衡中毕业的学生透露。

在衡水中学，从 5 点 30 分
早操后的早读开始，老师就要
进入工作状态，直到晚上 9 点
半。坐班，量化考核会具体到每
个小时。班主任的工作时间则
更长一些。一年中，除了暑假、
春节和高考，其他的节假日以及
周末，老师们基本不能休息。

以班级为单位，每个班级的
学习成绩、纪律、宿舍卫生状况，
甚至连跑操的队形，都会影响考
核成绩。相应的违规行为会扣除
班级相应的分数。量化考核成绩
直接与班主任、任课老师的绩效
评定发生联系。

学生们平时的表现会反映
在量化表上，各班的量化分每
周进行排名，贴在教学楼前。

衡水中学前校长李金池认
为，衡水中学的管理说到底就
是“封闭管理”和“量化考核”。
封闭式的管理，可以为学校营
造一个单纯的学习环境。而

“量化考核”，则是调动老师积
极性最重要的手段。

一位去过衡中的参观者认
为，绩效量化其实就是借助现代
公司手段管理校园，无止境地追
求效率和数值考量。量化考核鞭
策结果是，老师只能拼命工作。

李金池离开衡中后坦承，
当时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
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
律的事”。有些老师甚至体罚
学生，采用棍棒教育，“学生累
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

衡水中学火了，成为学生家
长眼中考入名牌大学的“圣地”。

衡水中学已经形成了一种强
者愈强的“马太效应”，实现了升学
率与资源富集的循环促进——遥
遥领先的高考战绩，吸引着本地
和外地越来越多的优秀生源拥
入。而这些优秀生源为衡中一次
又一次地创造着“高考神话”。

据了解，在衡中等名校跨地
区招生的冲击下，包括邢台、保
定、沧州、邯郸、张家口、辛集等
多地都成为生源大战的重灾区。

8 月 22 日，衡水中学新建
的南校区正式投入使用，3个年
级9000余名师生入驻。新校区
由当地知名地产公司与衡水中
学合作办学，设施设备先进而
齐全，衡中校长张文茂称其为

“历史性的突破”。
然而，就在衡水中学不断

扩张的同时，周边县市的中学
却陷入烦恼和危机。衡水中学
等超级中学的“掐尖”，使得大
部分县市中学的处境越来越恶
化，被业内人士形容为“站起一
个，倒下一片”。

生源大战之下，一些县中
学、区片中学面临巨大挑战。
在很多中学校长和老师们眼
中,衡水中学就像“黑洞”一样
吸纳全省甚至省外优秀生源。
沧州市某县中一位教师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本该属于我们
学校的优秀生源许多都被掐尖
挖走了。2000 年以前，我们中
学还有考上北大、清华的学生，
后来就没有了。优质生源的流
失，让我们学校高考录取率滑
坡严重，生源的严重不足已经
让学校面临生存危机。”

作为衡水中学的近邻，教

育也是辛集市的名片之一。辛
集市第一中学的校长感叹说，
如今辛集市可能平均三年才出
一个清华北大，生源严重流
失。“河北衡水中学是超级中
学，它可以说是全省招生，我们
离衡水又近，所以我们的生源
外流太严重。我们也是为了保
住饭碗，你说咱们这 300 多老
师真没有生源了怎么办？”

河北其他地方的一些校长
和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也曾向
省里写信举报。“难道教育局管不
了他们吗?”有人在举报信中写
道。他们认为，衡水跨区域招生，
影响教育均衡。虽然河北省教
育厅一再禁止超范围招生，但最
终都不了了之。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曾撰文称，集中力量办超
级中学有违教育公平。

量化考核让“学生累得发晕，老师累得吐血”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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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超级中学“兴奋”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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