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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有一个无形的手，
就是利益驱动。当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时候，往往动力最大！

2014 年 8 月 4 日，教育部在
其官网上的一则通报引起人们
的注意，上半年发现的 5 起教育
乱收费典型问题。其中，衡水中
学违规收取 100 余万元择校费，
衡中领导被要求深刻检查。

通报指出，河北“超级中学”
衡水中学违反“三限”政策招生。

“三限”指限人数、限钱数、
限分数，是公办高中在招收“择
校生”时要严格执行的政策。国
家严禁学校擅自扩大“择校生”
招生比例、降低录取分数线、提
高收费标准或在限定金额外收
取其他任何费用。

据教育部介绍，2012、2013

两年，衡水中学超计划招收 52
名择校生，违规收取 104 万元择
校费；另对 23 名转入学生，违规
收取 34 万元择校费。两项合计
违规收费138万元。

每学期，衡中还向各年级学
生收取人均 100~200 元不等的

“印刷篇子费”，还违反自愿原
则，统一向每个学生收取每学期
100 元的公共洗浴费和 500 元的
校服费，教材费预收款也没有据
实结算。

为此，衡水市监察局对衡水
中学校长张某某给予行政警告
处分；衡水市委组织部对衡中校
长、党委书记及衡水市教育局局
长作出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等处理，责成衡中领导班子作出
深刻检查。

谁是衡水中学
“高考梦工厂”的推手（下）

“都说要全面发展，综合评
价学校，但现在行政部门对学
校的评价，老百姓对学校的认
可程度，还是看升学率，看你的
学生考了多少清华北大。”一些
教师说，没有了升学率，学校无
法生存，要福利没有福利，要荣
誉没有荣誉。

教育界人士认为，“高考牛
校”的巨大成功给其他学校带
来压力，在现行的高考选拔制
度下，如果注重素质教育的学
校拼不过应试教育“牛校”，将
导致更多的学校主动或被动地

“复制”牛校的经验，这不仅影
响教育公平，更涉及教育发展
的方向问题。

“作为应试教育极致化的
标本，衡中模式的危害就在于

滥用成功学的兴奋剂，控制学
生的每一分钟、每一个行为，进
而控制学生的意识和思想，使
之‘万念归一’，其行为的确与
传销组织非常相似。”国家教育
咨询委员会委员、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

衡水中学并不是孤例。被
称为“亚洲最大高考机器”的安
徽六安毛坦厂中学，以及更早
一些的湖北黄冈中学，都被称
为“通往天堂的人间地狱”。在
当下，中学最大的目的和价值
在于高考——被称为改变命运
唯一公平的途径。“衡水模式”之
所以可以长盛不衰，在于他的教
育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让
学生通过炼狱式的魔鬼训练考
上名牌大学。大学也分出“211”、

“985”等三六九等。在高考指挥
棒下，为了争夺更好的高校教育
资源，衡水中学这样的“高考工
厂”的出现也属必然。

“高考工厂”是高考制度下
衍生出来的产物，它是为高考
服务的。只要应试教育下高考
制度不变，高考指挥棒指向哪
里，这套模式便如影随形。

“如果我们至今对这种规
模巨大、对学生实行严格管制、
以分数和考试为唯一目标的办
学模式仍不辨香臭，甚至参与
其中，说明我们对好的教育、理
想的教育的目标还多么缺乏共
识，距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还多
么遥远！”杨东平表示，“假如我
是衡水学校的校长，我们需要
实现的首先是教育正常化。”

违规收费138万被通报

其实，138万违规收费只是
衡水中学利益圈的冰山一角。

作为名校，衡水中学 10 年
来接待访问人数超过 17 万，如
今进校参观每人须交 600 元会
务费，几乎每月都有定期开放
日，接待全国各地的教育同
行。参观学习衡水中学的教学
和管理模式，在河北教育界已
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教育参观路
线。这成了河北和北京的多个
教育咨询公司主营业务，当地
的酒店餐饮业也因此受益。

衡水中学宣传处主任张永
笑称，衡水中学为衡水的宾馆

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2006 年 9 月，衡水中学将

一所民办中学收入旗下，改名
为滏阳中学，专门招收复读
生。凭借衡水中学的名气，第
一年就有近千人入学就读。利
用生源的“马太效应”，衡水中
学开始在河北省各个地市吸收
生源。

动辄每人两三万元的“择
校费”年复一年给学校带来上
千万元的额外收入。

今年的 6 月 28 日，衡中复
读班开学。报到当天，通往衡
中的京衡大街几乎都成了一条

巨大的停车场，许多家长不得
不停下车走到学校门口。

学生、家长的拥入也带来
了不错的商机，饭店满员，当天
在衡中门口附近摆摊的王大姐
3 个小时就卖掉了 20 多个凉
席。在离学校最近的一家房产
中介，工作人员还不停地往小
黑板上更新租房信息。此时，
前来咨询的家长们络绎不绝。

记者了解到，对于外地学
生，如果成绩达到衡水中学录
取分数线，每名学生至少要拿2
万元“学费”；而如果达不到录
取分数线，“学费”则更高。

对衡水中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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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没机会接触网络，也
没什么兴趣爱好，现在唯一想
的就是考个好大学。大学选什
么专业、将来从事什么职业，现
在心里根本没底。先考上大学
再说吧。”闫静告诉记者。

十八九岁，正是青春最美
好的年华，也是孩子们培养
志趣、培育性格个性、放飞心

灵和思想的关键时期。然而
在这样一个设计精密的流水
线工厂里，没有一分钟是留
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他们
只能机械地日复一日地重复
着题海战术，把各科考试所
需要的知识点，焊接到自己
的大脑里。

日前，广东电视台做了一
期节目，围绕“考霸”、“超级中
学”展开对话，北京大学教授康
健、广州华师附中校长朱子平、
深圳中学国际课程处主任高

青以及资深媒体人李银组成的
嘉宾团展开观点碰撞。

播放完衡中的介绍片，主
持人让几位嘉宾用一个词来形
容衡水中学的教育，嘉宾给出
的评价是：可怜、勇敢、恐怖、极
端、单一等等。

嘉宾们认为，衡水中学这
种军事化的自律，与血汗工厂
富士康并无二致。这样的教育
培养出来的学生，可以说是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没有体验到
人生的乐趣。

超级中学的蛋糕大又甜

高考制度不改革，“高考工厂”不停工

专家：与富士康并无二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