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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上的教育“亮点”
我参加了若干年的全国

两会报道，有关教育的话题
每年大同小异，无非是教育
公平，教育经费投入，大学去
行政化，留守儿童和流动儿
童的教育等等。但今年，这
些话题以新的形式再次体
现，且有了更多“亮点”。

在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当
天，列席会议的教育部长袁
贵仁透露说，“异地高考”方
案将很快出台。全国政协委
员、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也
透露说，各地要在今年年底
之前出台有关异地高考的时
间表。虽然袁贵仁一再强
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进城
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考
试的问题，但这无法代替“异
地高考”这个通俗的说法流
传得广。依照袁贵仁的解
释，这需要一定的条件：一些
地方得有承受力，父母得在
当地有工作，孩子也要在当
地连续多少年的学籍等，而
具体的条件则由各地政府自
行确定。

虽然对这样的政策仍有
各种各样的批评和质疑，但
我觉得这确实是确定了目
标，时间表也即将出台，不啻
是一个好消息。毕竟这涉及
到太多非户籍人口的子女，
那数额庞大的留守儿童和流
动儿童。这是教育公平的一
个重大进步。

这些年来，教育经费问

题也是年年讲。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里首次明确提出，
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
教 育 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 4%编制预算，地方财
政也要相应安排，这是 1993
年以来教育界一直在呼吁
的目标。虽然对这一目标写
入政府工作报告已有了心
理预期，但教育界人士仍然
颇为高兴。

当然并不是说达到这个
投入目标了，教育经费的问
题就不是问题了。教育界人
士自然非常关注教育经费的
使用问题：一是教育经费如何
分配，二是如何用好这些教育
经费。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的话
说就是，没钱的日子很难过，有
钱的日子也不好过，得用好这
些经费，使得教育经费投入越
发有效益。

财政部教科文司司长赵
路解释说，这些新增经费主
要用于之前的薄弱环节和关
键环节：从区域上而言，投向
农村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革
命老区；从教育发展阶段而
言，投向学前教育阶段和义务
教育阶段。此外，还必须包括
困难学生助学经费。

两会还在继续，代表委
员们会就更多的教育热点问
题进行探讨和建议，作为记
者，我也希望能看到、听到和
报道更多的“亮点”。

“三好学生”为何被妖魔化
□胡新华，自由撰稿人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书
协名誉主席沈鹏发起提案，
建议中小学停止评选“三好
学生”。提案中列出四大原
因：一是少年阶段，人为分
出优劣，不利学生成长；二
是家长学生纷纷送礼，滋生
教育腐败；三是小小年纪，
学会种种不正当竞争，侵蚀
儿童心灵；四是经社会调
查，多数老师家长反对。

什么是“三好学生”呢？
曾经的“三好学生”是指德、
智、体三个方面都得到发
展，因此，我们常教育学生
说：学习不好是次品，身体
不好是废品，心理、思想不
健康是危险品。随着时代的
发展，“三好学生”又有了新
的含义和标准，即：在家做好
孩子（勤俭+孝敬），在校做好
学生（合格+特长），在社会做
好公民（公德+责任）。从这
种评价的标准来看，“三好学
生”是能起到率先垂范作用
的，是可以做学生楷模的，是
得鼓励和提倡的。可为何，

政协委员还会历数评选“三
好学生”的几大“罪状”呢？

以笔者的观点来看，“三
好学生”本身是没有错的，但
当今“三好学生”的评选，的
确有诸多问题的发生，比如
说不正当的竞争，比如说家
长千方百计拉关系甚至“贿
选”等。其实，这是有其根源
的。最为关键的，还莫过于

“三好学生”被赋予了加分、
保送的特权，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三好学生”决定着学
生的前途和命运。正因为如
此，不少家长为了孩子上学
而不择手段在评选“三好学
生”上下工夫，使得“三好学
生”的评选充满了铜臭味儿。

当“三好学生”的评选失
去了公平公正后，就失去了
其评选的初衷。说到底，这
还是教育制度存在问题。倘

“三好学生”仅作为衡量学
生思想品德的参考依据而没
有加分的特权，也不至于让
人打“三好学生”的歪主意，
那“三好学生”这项荣誉，就
真正能起到鼓励、鞭策学生
的作用。

□郭少峰，新京报资
深记者，多次参加全国两
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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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政 府 工 作
报告里首次明确提
出，中央财政已按全
国财政性教育经费
支出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 4%编制预算。
教育界人士自然非
常关注教育经费的
使用问题。用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人民
大学党委书记程天
权的话说就是，得用
好这些经费，使得教
育经费投入越发有
效益。

当“三好
学生”的评选
失 去 了 公 平
公正后，就失
去 了 其 评 选
的 初 衷 。 倘

“ 三 好 学 生 ”
仅 作 为 衡 量
学 生 思 想 品
德 的 参 考 依
据 而 没 有 加
分的特权，这
项 荣 誉 就 真
正 能 起 到 鼓
励、鞭策学生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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