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到了，带孩子到著名高校参观旅游，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著名高校多风景优美，不逊于公园和

其他旅游景点，一些高校校园中还有不少很有纪念

意义的历史遗迹。到名高校参观，还可以让孩子直

观感受大学的氛围，帮助孩子树立在学习上的奋斗

目标，激励孩子自觉学习。

对这些名校来说，接待来自中小学校的参观者，能

够扩大学校在中小学生中的影响力，向公众展示自己

的形象，建立良好的公共关系。高校应将此看做一个

难得的机会，而不应将其看做负担。作为公共机构，把

自己封闭起来，弄得神秘兮兮的，似乎很不恰当。而

且，从产权关系来说，高校开门欢迎公众参观，也似乎

更为合适，因为公立高校毕竟是公共财产，且不涉及保

密问题，安全问题也不突出。至于参观者过多影响了

学校和学生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想来认真组织和引导，

便可解决。比如，合理安排参观线路和时间，在学习和

工作时间避开相关场所；学校还可以主动为参观者提

供必要服务，像在适当场所集中向参观者介绍学校的

历史和成就，提高面向公众宣传的效果。

然而，名校旅游热背后是名校崇拜，这个问题值

得注意。显然，许多家长并不冲着名校的风景去的，

是冲着“名头”去的，是希望点燃孩子努力学习、将来

就读名校的激情。这无可厚非，哪个家长不期待自己

的孩子有一块名校毕业证这样的金字招牌？然而，在

家长们满怀期待地带孩子在名校参观时，也需要明

白，不是所有孩子都有读名校的机会，千军万马过独

木桥，不可能每个人都能挤过去；而且，更为重要的

是，读名校并不像很多家长想象的那么重要。读到名

校当然很好，但也不意味着万事大吉，前程无忧，读不

到名校也不意味着就没有希望了。我们看到，在成功

人士中，名校毕业生很多，同时，来自各种学校的毕业

生都有。每个孩子能力不同，学习成绩好，读到名校，

说明孩子善于读书，学习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不错；

学习成绩不好，可能其他方面的能力很强，也很有成

功的机会，关键是找到自己的长处和兴趣。读到适合

自己的学校，读到自己喜欢的专业，将来做一份符合

自己长处的工作，可能比读到名校更重要。

名校游热已经被中国家长带到了国外，每年暑

期，国外名校校园中的中国学生和家长也络绎不

绝。但国外的父母确实不像中国父母这样崇拜名

校，在帮助孩子选择学校时，他们更关注符合孩子的

兴趣和发挥孩子的专长。这可能更利于孩子将来的

成长和发展，也利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从后一

个方面看，每个层次和类型的高校，都需要有能力、

有兴趣和有抱负的青年学子。只是名校办得好，不

能说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实力强；所有层次和类型

的高校都办得有特色、有水平，才能说一个国家的高

等教育整体水平高，才能更好服务学生和社会。

名校旅游热背后的名校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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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暑节气，天气很热，同样很热的就是暑期里的

“有偿补课”。

态度是明确的：教育部日前出台的《严禁中小学

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明确中小学

有偿补课六条禁令……

现实却是尴尬的：从中学到小学直至幼儿园，大

批学生涌进补习的课堂，“补课”依然是不少机构和

老师的生财之道。一个暑假，一些“名师”“挣个四五

万元不在话下”……

“小课堂”：很有大市场

“有偿补课”的坏处和主管部门的态度毋庸置

疑，清清楚楚。

“有偿补课加剧了应试教育的不良竞争。”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有些教师为了追求

名利，本末倒置，把在学校的本职工作当副业，将有

偿补课当主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败坏校风校纪。

极少数教师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课上不讲课下讲，

校内不讲校外讲’的方式，强迫所教学生参加有偿补

课，败坏师德。”

问题是，面对国家相关部门划出的条条“红线”、

发出的道道“禁令”，有偿补课真的降温了吗？

新华社记者采访发现：部分教师“赚外快”的方

式只是“更隐蔽”了。

上海市某示范性高中的一名物理教师告诉记者，

学生到老师家补课是“公开的秘密”，暑期是家教旺

季，尤其是高二升高三的学生。每次 10多个学生上

两个小时，一个暑假挣个四五万元不在话下。“万一有

人查就让学生统一好口径，说是免费的家教就行。”

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一些所谓“名师”的家教

业务极有市场，甚至找熟人托关系才能挤进“小课

堂”，有的学校甚至将其视为打造学校教学口碑的途

径之一。

互联网上，只要搜索“暑期补课”一词，立刻就会

涌现各类补习班课程，其中不乏一线教师的“小课

堂”。一位从教 20 多年、在北京东城区一重点中学

教授物理的“郝老师”告诉记者，他已在校外授课五

六年了，主要是寒暑假和周末，一节课 250元。

“现在教委下了文件，不让在外面带课，我一般

不在本区教课，怕万一被查出来很麻烦。我是一对

一上门授课，主要是帮孩子提分数。”

北京家长李女士这个暑假给上高一的女儿报了

英语、物理等好几个补习班。“我们家长也不想补课，

花那么多钱，孩子也累，但没办法，别人都开小灶，你

不补就落后。”“学校老师比校外老师更了解孩子和

教学，肯定要让他们给突击一下，在短期内提高成

绩。”

还有一个原因让家长们“不补不放心”。李女士

称，有的老师在学校上课时生硬、不耐心，但外面讲

课特别热情，像“换了一个人”，有的重点内容也是校

内不讲校外讲，目的是博个好口碑能多带学生多赚

钱。“一些老师的心思在外面，如果不报课外班，万一

错过了重点内容，那对孩子成绩不利”。

“名师”：经济效应十足

一边是禁令，一边却是如火如荼的招生。

“30 天提高 50 分”“期末考飙分”等各培训班广

告充斥着网络，幼小衔接、小升初、初升高、中考高考

冲刺等提分班五花八门，收费项目和套餐均按小时

计价，“重点校在职一线教师亲授”的广告比比皆是。

七月的一个周末，上海一家星级宾馆内，一家培

训机构就举办了一场“市重点高中招生咨询会”，宣

传标语里写着“揭秘自主招生”。现场一个约 200人

的报告厅挤满了家长和学生，“名校教师”们依次分

析了几所重点高中最新的自主招生形势，现场还举

行了模拟笔试与公开课。

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名校教师”均来

自上海多所重点高中，还有了解招生情况的教职人

员和区级教研专家，“咨询会就是招生宣讲会，专家

就是培训班的老师”。

记者探访一家全国连锁的培训机构教学点发

现，授课教师中除个别是大学生外，几乎都是周边中

小学的在职教师。一位正进行小班授课的教师告诉

记者，他刚从教 3 年，在附近一公办初中教数学，课

余时间来这兼职。

据了解，这类培训机构的各区域教学点几乎都位

于学校周边，每个教学点都成立了专门的“教研组”，

其中不乏泄题通道，平时小考试题不保密，很容易被

个别老师或学校负责人拿来牟利。一知名培训机构

的工作人员介绍课程时就保证，有渠道押对一些学校

期中考或月考的题，并表示“跟学校有长期合作”。

那么，一些号称“名师授课”的培训班是否授课

的真是“名师”？真能“快速提分”？

业内人士透露，确实有部分中学教研组长、学科

带头人或特级教师等替培训班站台，但许多情况下，

名师只是挂个名或开学做个讲座，主力师资还是年

轻教师为主，有的补课效果并不明显。

家长朱先生上学期给高一的女儿报了一个培训

班，3 门课一学期总花费近 10 万元。期中考试和月

考一度看到希望，孩子班级排名急速拉升，但期末考

试又被“打回原形”。

“降温”：光靠猛药行不行？

据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将在职教师是

否组织或参与有偿补课，作为年度考核、职务评审、

岗位聘用、实施奖惩的重要依据，实行“一票否决

制”，并接受社会监督。然而，在升学率仍是学校命

脉、分数仍是升学的硬杠杆下，家长的需求、校方的

默许都使得有偿补课难以根除。

一些家长希望，学校能出台奖励机制，激发教师

的积极性，让其专心于学校教学。同时，也希望能打

破长期以来“唯分数”的考试选拔标准，不要过于看

重分数，让学校、老师、家长和孩子都“不需那么累”。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有偿补

课难禁的原因一是参与教师众多，导致“法不责众”；

二是教师收入不高，学生补课需求旺盛，彼此合拍，

学校又不愿为难自己教职工。

教育部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遵

民分析，现在考试越来越难，不靠校外补课，学生难

以在考试中脱颖而出，而没有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

落后；另一方面也跟部分地区教师待遇低有关。

“现在的公立学校，一个班最少也有五六十个学

生，老师辛辛苦苦干一个月也就几千块钱的工资，我

们需要这些额外补贴。”一位西部省份的老师坦言。

吴遵民认为，一味地禁和堵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方法，有偿补课的根源在于考试选拔制度。“我们要

考虑如何全面考查学生素质，这样学生就不会为了

一张考卷而拼，补课就会降温；如果老师待遇提高

了，课堂上就会全心全意教学生，学生也就不会去校

外补课了——这些问题不解决，禁和堵的收效甚微。”

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孟繁华认为，应尝试建立

有效的协同监管机制，将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学生、

家长、教育培训机构等利益相关者都纳入对有偿补

课的监督管理辐射范围内。“这不仅需要持续治理的

力度，更需要治理机制和模式的契合度，否则达不到

标本兼治的作用”。

“名师”的招牌，“家教”的幌子
——六条禁令下的“有偿补课”有点热

新华社记者 魏梦佳 潘 旭

八年抗战，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次淬火。

爱国团结，刚毅坚卓、艰苦奋斗——清华大学教

授、百岁老人王继明如此概括民族危亡之际自己所

受到的教育。

七七事变后，作为当时中国文化中心的北平沦

陷，日寇对北平的文化机构尤其是大学进行了疯狂

破坏，妄图摧毁中国之文脉、要让中华民族“亡国灭

种”。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素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平

文化界人士不畏强暴，或“文军长征”，远走西南复

校，培育复兴火种；或坚守危城，捍卫民族气节，宁死

不屈。

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之际，走进历史深处，仍能

清晰感受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铁骨铮铮、浩然

正气，还有他们深刻的爱国主义情怀，传承至今。

铁蹄之下

1937 年 7 月 5 日，清华大学土木系大一学生王

继明回河北滦县老家过暑假，三天后，“七七事变”爆

发，华北大乱。

“风物凉爽，窗外荷池犹存红花一朵。哀蝉寒

蛰，鸣不绝响……”这是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吴宓

“七七事变”后在日记里写的清华园的景象，枪炮声

中，吴宓多次冒险回到校园，流连忘返。清华的师生

们，如此留恋这片读书人的净土，但他们都知道，在

日本人的铁蹄下，已不可能在北平继续静心读书了。

北平沦陷后，日军占领清华。一片净土，被蹂躏

得面目全非：学校成为日军的兵营和伤兵医院，学校

设施、仪器设备、图书均遭受洗劫，体育馆被用作马

厩和食物储藏室，木地板全被拆毁，更有甚者，新南

院竟成了随军妓馆……

侵华日军每攻占一个城市，均有计划摧毁和破

坏中国文化：焚毁出版机构、破坏大学、占领学术机

构、劫掠图书文物、残害知识分子……清华大学的噩

运，成为日寇摧毁中国文化机构的一个缩影。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一

书显示：北平沦陷期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均遭洗劫：清华大学从建筑物

到图书、仪器，均遭到日军疯狂坏和掠夺；北大沙滩红

楼沦为日军宪兵司令部，多位留守教职工遭受严重身

心折磨，最为恶劣的是，日军劫掠北大图书馆馆藏珍

品《俄蒙界线图》，这一孤本文献，迄今下落不明……

北平沦陷之初，这里的知识分子，都在面临艰难

的抉择。吴宓深感悲愤无望，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闻报，知战局危迫，大祸将临……今后或自杀，或为

僧，或抗节，或就义。”

而此时，同为清华大学教授的朱自清、闻一多等

也在为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到底该以羸弱之躯亲

赴战场，还是该保住文脉，使“弦诵不断绝”。

文人“长征”

王继明在老家滞留半年，得知清华、北大南迁并

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后，不顾家中反对，踏上复

学之路。

“清华先是南迁长沙，次年再迁昆明，与北大、南

开两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迁校、复学，条件之苦，后

人难以想象，但师生们即使在敌机狂炸下，弦歌不

辍，充分显示抗敌必胜、重建祖国的决心。”王继明回

忆说。

为了保全民族的文脉，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了

艰苦卓绝的“文人长征”，包括吴宓、朱自清、闻一多

等，栉风沐雨，翻山越岭，向西，一路向西！

据统计，从抗战爆发到 1938 年 8 月底，我国 108

所高校，有 91所遭到破坏，10所遭完全毁坏，25所因

战争而陷入停顿。为此，全国 106所高校进行了 300

多次搬迁，迁校 3 次以上的有 19 所，8 所高校迁校达

4次。

“我当时在西南联大经济系学习，那时的宿舍都

是茅草房，上下通铺挤了 40个人，教室是夯土墙、铁

皮屋顶，窗户上糊的纸。课桌是带扶手的木椅，吃的

是糙米陈米，有时还有耗子屎，菜里油水很少。”不久

前以 92岁高龄去世的北大经济学教授张友仁，生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艰难困苦，犹似宝剑淬火的熔炉。西南联大，创

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奇迹。“联大培养学生八千人，

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奖获得者、

两院院士、教授专家多人以及当时直接参军抗战勇

士千余人，其中不少人为国捐躯……在那种极端困

难条件下，确实是个奇迹！”王继明感慨地说。

西南联大的毕业生中，有一位传奇人物：他是北

大哲学系教授邓以蛰的儿子，北平沦陷时正读中学，

在日本人组织的庆祝会上愤怒地撕碎了日本国旗，

为避祸逃离北平，途经上海、香港和越南的海防、老

街，到达昆明，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

他就是邓稼先，新中国的“两弹元勋”。

铁骨铮铮

八年抗战，留守北平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中断

血性反抗。

北平沦陷后，因为燕京大学为美国财产，日军有

所顾忌，暂时没有占领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学生

拒入伪大学，纷纷报考燕大，燕大则尽量多招生，以

培养更多的爱国青年。在燕大，《义勇军进行曲》常

在校园飘荡，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学生，学校都

要为其送行，不仅绝对保密，有的还资助路费。日军

对此早如芒刺在身。1941 年 12 月 8 日太平洋战争

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查封，陆志韦、赵紫宸、侯仁之等

十余名教职员被逮捕，关押在日本宪兵监狱。

在监狱中，陆志韦被折腾成皮包骨，敌人要他写

悔过书，他写下“无可悔过”四个大字。

铁骨铮铮！

北大教授马裕藻因年迈和患高血压未能转徙内

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冯祖荀四位教授留

守并照看校产，时称“北大留平四教授”。后周作人

投敌，日寇数次命周作人去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

藻断然拒绝。由于周作人屡来，最后马裕藻的幼子

马泰奉父命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

马裕藻当时有“好好先生”之称，但在民族气节

方面，毫不含糊。他的学生张中行曾回忆说：“他坚

信中国最终一定胜利，而且时间不会很久。”张中行

每次去看他，他见面第一句话总是问：“听到什么好

消息吗？”

1945年 4月，马裕藻含恨辞世，最后时刻还在病

榻上念叨“天快亮了，天快亮了……”4 个月后，日本

投降。

1946 年，王继明重返北平，协助王裕光教授进

行清华校园修复工作，他又回到了自己挚爱的清华

园，至今仍未离开。

当年青春学子，如今已成百岁老人。王继明说，

抗战期间，他所受到的爱国团结，刚毅坚卓、艰苦奋

斗极深刻的教育，“受益匪浅，永铭不忘”！

热血殷红 弦诵不绝
——“七七事变”后北平高校的浴火重生

新华社记者 肖春飞 魏梦佳 张漫子

近日，在南开学校“校殇日”到来之际，来自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的师生以及南开学校的校友代表齐聚南
开大学，敲响校钟，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南开学校“7·28校殇日”78周年，以此铭记历史，警示后人。
1937年7月，侵华日军占领天津后，对南开大学实施轰炸，并将学校财产劫掠一空。 新华社发（刘东岳摄）

全国妇联 26日介绍，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

活动开展 22年来，共吸引 7亿多人次青少年参与。

据新华社报道，由全国妇联开展的全国青少年爱国

主义读书教育活动，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组织开

展了系列读书和社会实践活动。这项活动成为了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和思想道德教育的载体和品牌工程。

在以“奋发向上 崇德向善”为主题的第二十二届读

书活动中，约 3000 万青少年通过主题阅读和实践活动，

增强责任，树立志向，磨炼意志。

第二十三届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也于

26 日启动。据介绍，为配合开展第二十三届活动，系列

读本《传承中华文化 共筑精神家园》已正式发行，包括

小学低年级、小学中高年级、初中生和高中生四种读本。

读本根据各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和行为特点进行选材，

并设计了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

全国青少年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
22年吸引7亿多人次青少年参与

教育部网站21日消息，为促进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尽快实现就业创业，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离校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切实

做好服务工作，帮助未就业毕业生尽快实现就业创业。

通知指出，要及时通知未就业毕业生积极参加教育

部、各地教育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举办的各类招

聘活动，努力帮助他们尽快落实就业岗位。各地各高校

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落实鼓励大学生创业的财政、

金融、工商、基地等政策措施，加大创业政策扶持力度，帮

助解决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通知要求，各地各高校加强组织领导，设立大学生征

兵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牵头职能部门，保障大学生征兵工

作人员、经费、场地投入，形成武装、就业、学生等部门分

工协作的工作机制。

此外，各高校要把促进离校未就业毕业生就业创业

作为下一阶段工作重要内容，通过多种方式广泛征集用

人单位需求信息，利用网络、微博、微信等方式持续向毕

业生推送用人信息和相关政策。将有就业意愿的未就业

毕业生信息提供给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使就业服务

能够无缝接续。

教育部：加强对未落实就业岗位毕业
生服务工作

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公室近日召开发布会说，高等教育

大省湖北将大学生创新创业作为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

重要突破口，目前，全省有82所高校建立了创业基地，今年

已有近千个在校大学生创业项目申报省财政资金扶持。

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张金元在会上说，近年湖北大

力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建立了高校创业基地资金

扶持、大学生创业项目扶持、大学生创业一次性补贴等制

度，推进了政府担保贴息、天使基金扶持、社会资本投入

等机制建设，湖北大学生创新创业基本形成了政府大力

促进、学校合力助推、学生勇于参与的局面。去年湖北全

省在校大学生申报省财政扶持创业项目 856个，其中 191

项获得 660万元省财政资金扶持；今年到目前为止，已有

950个在校大学生项目申报省财政资金扶持。

据新华社报道，湖北已有82所高校建立大学生创业基

地和园区273个，进驻项目2000多个。如武汉理工大学一

期基地面积达6000平方米，65个创业团队入驻，该校正筹

建5000万元的创业基金；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工

业大学等高校的创业基地面积都在2000平方米以上。湖

北已认定30所高校创业基地为“省级示范基地”，共奖励资

金600万元。去年，14所高校的创业基地共获房租水电费

补贴752万元，今年还将有一批基地纳入补贴范围。

据湖北省科技厅副厅长彭泉介绍，从今年起，全省大

学生科技创业专项预算将增加 50％，每年支持 300 项科

技创业项目。

湖北大力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
82所高校建创业基地

据新华社报道，15 年来，西藏年教育投入由 2000 年

的 7.23亿元增加到了 2014年的 135亿元，增长超 17.6倍，

累计投入超过 753 亿元，极大改善了西藏的教学条件和

学生的学习环境。

据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马升昌介绍，15 年来，西

藏年教育基本建设投入由 1.28亿元增加到了 36.95亿元，

累计投入超 164 亿元，先后实施了农牧区“双语”幼儿园

建设工程、“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校舍

危房改造工程”、“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高校改扩

建工程”等，各级各类校舍建筑面积增加到了 723万平方

米，极大地改善了学校的办学条件。

此外，为改善农牧区中小学生的生活条件，2012 年

以来，西藏启动了“四有工程”，即实现西藏基层中小学校

有暖廊、有水井、有澡堂、有菜窖。

在提供良好硬环境的同时，西藏还出台了系列优惠

政策，提高教育的吸引力。据介绍，西藏自 1985 年在农

牧区中小学实施“三包”（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政策以

来，已经连续 14 次提高“三包”标准，今年秋季学期起年

生均标准将达 3000元。

此外，西藏还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工作，按照每位学生每天 4元的标准，因地制宜地注重

肉、蛋、奶、蔬菜、水果的科学搭配，合理制定营养膳食标

准，确保学生健康成长。

目前，西藏义务教育“三包”政策已延伸扩大至 15

年，覆盖了学前三年幼儿教育至高中及中职阶段的所有

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

西藏教育投入15年增长近18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