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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近日印发《普通

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

南》，强调遵循教育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加快建立以发

展素质教育为导向的普通高

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体系，

切实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

导向。评价指南强调，着力

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倾

向。不公布、不宣传、不炒作

高考“状元”和升学率。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这是

人们对应试教育语境下学

校 教 学 现 状 的 形 象 调 侃 。

作为评价教师教学成果和

检验学生学习成效的唯一

和有效办法，“唯分数、唯升

学”的评价倾向虽有一定的

合理性，但有悖教书育人、

立德树人办学宗旨的偏颇

显而易见。教育部发布《普

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

指南》，就是要正本清源、纠

偏匡正，切实扭转不科学的

教育评价导向。

相较于重启蒙、开智力

和 打 基 础 的 小 学 、初 中 教

育，高中阶段追求高分数、

炒作升学率的“打拼”意味

尤为浓厚。尽管国家教育

主管部门年年都要发布“不

公布、不宣传、不炒作”的相

关“禁炒令”，但炫耀高考成

绩、热炒“高考状元”的不良

风气却难刹难减。究其原

因，与对高中学校办学质量

的评价机制欠缺科学性不

无关联。

作为应试教育的标志

性表现，普通高中热衷追求

“升学率”和热炒“高考状

元”，其本意或许是要为同

级别学校和学弟学妹树立

起勤奋、励志的榜样。但细

究起来，其弊大于利的偏颇

之处及负面效应，却是不可

小觑。高考通常只是考查

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的能力，

其成绩并不能体现学生的

综合实力，尤其不能客观反

映出学生的品德素养。过分

炒作“高考状元”，难免会给

社 会 和 学 校 传 递 出“ 一 俊

遮百丑”的偏颇信息，这显

然 偏 离 教 书 育 人 的 教 育

主旨。

高考是一次性的，成为

一方状元只是小概率的偶

然性事件，其能力未必就一

定优于与之仅几分之差的

同龄学子。同时热炒状元

难脱“成王败寇”的思维定

势，对同样付出辛勤努力的

多数学生颇显不公；参加高

考的学子从年龄上说仍处

人生初始阶段，是否“人才”

还需看步入社会后的实战，

毕竟从“高考状元”到“职场

达人”还有不小的距离。尤

其是随着大学教育由精英

化到大众化的沧桑巨变，炒

作高考“升学率”或所谓“状

元”，更没有什么参照意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受

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不

科学的评价导向阻碍了教

书育人的宗旨践行和真正

的人才培育。比如，在评价

内容上，就会存在重知识灌

输、轻实践能力培养的不良

现象；在评价方式上，也会

存在重结果评价、轻过程评

价的不科学评价；在课程教

学上极易抢赶教学进度、随

意增减课时、擅自改变难度

和调整进度，甚至干扰到学

生的正常作息，牺牲学生的

睡眠。这显然不利于孩子

们的全面健康成长。而现

实 中 不 少 高 分 低 能 和“ 状

元”泯于众人的事例，更佐

证了“唯分数、唯升学”的目

标有悖规律和有违科学。

距 2022 年高考不足半

年，相较于此前三令五申的

“禁炒”通知，《普通高中学

校 办 学 质 量 评 价 指 南》无

疑更具导向性和治本意义。

而确保“指南”照进现实，

还需相关配套举措的务实

跟进。

禁炒“升学率”重在正本清源

山东威海 刘天放

针对网民反映“中学要
求男生必须留寸头，女生不
能留刘海、不能盘头发，因为
发型不合格就会在班里被班
主任公然批评”的留言，山东
留言办理回复称，个别班主
任老师工作简单、粗放，已要
求杜绝工作简单粗放和一刀
切，将仪表规范与尊重差异
相结合。（据人民网“领导留
言板”1月12日）

要求学生发型得体并没

有任何问题，而且目前中小学

生在发型上也确实存在一些

问题，如发型逐渐成人化，或

者过分奇异。可是，如果女

生连刘海都不能留，确实说

不过去。何况，我国中小学

生的发型规定里，并未明确

要求男生必须留寸头、女生

不能留刘海。因此，该校如

此硬性规定，确实不妥。其

实，“一禁了之”的管理方式

最简单直接，也很省事，能起

到一劳永逸的效果。但采用

这类社会上较为流行的“硬

管理”也导致了不少奇葩规

定。除了像要求男生必须留

寸头，女生不能留刘海、不能

盘头发外，还有禁止烫发、禁

止穿高跟鞋、禁止男女生长时

间交谈，甚至发展到禁止挂蚊

帐、禁止裸睡等“亮瞎眼”的

“禁止”。当然，杜绝不恰当

“硬管理”的同时，“软管理”也

要跟上。生活的艺术在于平

衡得失，而管理的艺术就在于

平衡各方。学校管理不同于

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目标不

是事务，更不是产品，而是“育

人”。可见，“禁留刘海”是学

校版“硬管理”泛滥。只要不

出格，在留什么发型问题上须

尊重个性，如此才能让孩子们

朝气蓬勃，健康快乐成长。

“禁留刘海”是学校版“硬管理”泛滥

湖北嘉鱼 张西流

国家铁路局日前在其
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铁路
旅客运输规程(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征求意见稿第十二条
指出，“实行车票实名制的，
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
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
票；年满 14 周岁的儿童，
应购买全价票。未实行车
票实名制的，身高达到 1.2
米且不足 1.5 米的儿童可
以购买儿童优惠票；身高
达到1.5米的儿童，应当购
买全价票。”（1月13日央视
新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

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发

展成果，医保、社保等社会保

障与社会福利体系日趋完

善。经济在发展，国力在增

强，作为民生福利的一项重

要内容，政府部门可以考虑

再次提高儿童票优惠“高

度”，或者在设计上更科学更

人性化，将儿童票标准从身

高向年龄转变，使更多“小姚

明”享受到优惠。可见，铁路

打破“身高论票价”，具有“火

车头”意义。既然判定儿童

的唯一标准是年龄，那么，设

置儿童票的唯一标准也应该

是年龄。这就要求，首先应

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模

式，重视儿童的社会福利；进

而儿童票优惠，应成为公共

服务的题中要义。政府除了

督促公交、旅游等相关部门

向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

之外，应在全国范围内重新

修订儿童票优惠标准，同时

需要政府多个部门联动，包

括财政补助、儿童证件发放

等配套措施跟进。更重要的

是，应推进政府向社会力量

购买公共服务，即进一步强

化“政府花钱购买服务”，将

儿童票优惠政策纳入其中，

并得到加强。比如，统一规

定14岁以下未成年人，均可

以享受到免费的公交、旅游、

文化、游乐等公共服务。

广西桂林 苑广阔

1 月 12日 7时 50分左
右，一名女子在北京地铁7
号线上狠狠地捏了孩子的
脸，还让孩子当众下跪，引得
同车乘客纷纷侧目。专家表
示，让孩子当众下跪的行为
已触犯最新法律。（1月13日
《北京晚报》）

以往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们往往会将其看作是一个

家庭的“家务事”，甚至会拿

出“棍棒之下出孝子”来为当

事女子开脱，但是现在却行

不通了。尤其是今年 1 月 1

日起，《家庭教育促进法》正

式颁布实施，该名女子的行

为，已经涉嫌违反国家法律

法规。《家庭教育促进法》第

五条明确规定，家庭教育应

尊重未成年人人格尊严，保

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第十

七条第二款则规定，家长对

孩子要平等交流、予以尊重、

理解和鼓励。而在这则新闻

中，当事女子不管是当众捏

脸，打掉帽子，还是最后让孩

子跪在车厢中的做法，都已

经涉嫌违反了《家庭教育促

进法》中的相关条款。换言

之，伴随着《家庭教育促进

法》的颁布实施，教育孩子

这件事，再也不仅仅是家庭

的事情，同时还是社会的事

情，国家的事情，是被纳入法

律规范的事情。所以这名女

子的行为，从严格意义上

来说，是要承担法律责任，面

临法律后果的。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也许这位家长有自

己的苦衷，比如孩子太调皮，

太不听话，那就更要反思一

下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

式了。在家庭教育，尤其是

在公共场合进行的家庭教

育，一定要注意保护孩子的

自尊心，家长对孩子尊重与

理解，才更能唤醒孩子的自省

与自爱。

让孩子当众下跪的家长，你违法了

铁路打破“身高论票价”
具有“火车头”意义

相较于重启蒙、开智力和打基础的小
学、初中教育，高中阶段追求高分数、炒作
升学率的“打拼”意味尤为浓厚。尽管国
家教育主管部门年年都要发布“不公布、
不宣传、不炒作”的相关“禁炒令”，但炫耀
高考成绩、热炒“高考状元”的不良风气却
难刹难减。究其原因，与对高中学校办学
质量的评价机制欠缺科学性不无关联。

张玉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