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的达瓦卓玛收到了学

生送来的礼物——一束怒放的格桑花。达瓦卓玛

很开心，她最大的希望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能像格桑

花的花语一样，幸福快乐。

从雪域高原到戈壁大漠，从边疆地区到中原内

地，哪里有民族学校，哪里就会有他们的身影。质

朴、憨厚、讷言、内敛是民族教师们给人的第一感

觉，他们不仅是教书育人的老师，也是少数民族孩

子的亲人，更是民族团结的纽带。

桃李不言：为了孩子的坚守

“奉献”二字对民族教师而言，意味着更多的艰

辛，意味着多年如一日静悄悄却又沉甸甸的付出。

来自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阿古拉镇中心学

校的老师白音宝力高，出生在一个民办教师家庭。

22 年，他毫无怨言地在这个农村学校教书，一步也

没有离开过课堂这个主阵地。他说：“只要把学生

当作自己的孩子，就没有教不好的学生，我愿意为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贡献一份力量。”在这样的努力

下，白音宝力高所在的学校连续 7 年中考成绩全旗

第一，谈到这里，白音宝力高憨厚的脸上露出得意

又羞涩的笑容。

像白音宝力高这样一直默默辛勤付出的，还

有宁夏银川二十一小学的校长马恒燕。31 年的教

育生涯，从一名体育老师到一个小学校长，坚持、

执着、专一是她奉行的准则。在学校举办的“寻找

身边的感动”演讲比赛上，大家不约而同地提起这

样的内容：那个卷着裤腿，鞋上绑上塑料袋，从泥

水中蹚过的是我们校长；那个和老师们一起满头

大汗地搬桌椅、擦课桌的是我们的校长……“教好

一个孩子，幸福一个家庭。办好一个学校，惠及一

方百姓。”在马恒燕看来，教好孩子是天底下最重

要的事。

从新疆来到上海的洪汉英，把民族教师无私的

爱也带来了。作为上海医科大学的少数民族学生

辅导员，她是少数民族学生最贴心的人。每逢过年

过节，洪汉英总是亲自下厨。一碗碗热气腾腾的

“随哈西”（揪面片）和“雪热帕”（羊肉汤）让学生们

热泪盈眶。“语言的优势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亲人般

的关怀让我们成为一家人。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

大多比较单纯，到了陌生的环境中，就很容易把心

扉关上。但只要你满怀真心，他们就一定能感受

到。”洪汉英的无私奉献让她多了一个亲切的称

呼——“洪妈妈”。

鱼渔同授：着眼团结的努力

由于历史、自然等原因，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

展相对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就显得尤为重

要，因为教育好一个孩子，就相当于提供了一份工

作机会，解决了一个家庭的生计问题，也就增加了

维护民族团结的一份力量。正如四川省凉山州民

族中学校长曲木史日所说：“我相信，教育可以改变

贫困落后的面貌，保障民族地区的安定。教育就是

为了让孩子们走出大山，明白道理，走向精彩人生，

走向幸福生活。”

米热瓦尼古丽是新疆巴楚县阿拉格尔乡中心

小学的一名双语教师。这些年，她用各种方式来

提高孩子们的汉语能力：讲汉语故事、办汉语黑板

报、举行成语竞赛，甚至亲自到学生家里辅导。因

为米热瓦尼古丽深切地知道学习汉语的重要意

义，她说：“学生不会汉语就相当于半个文盲，等进

入初高中以后，学习就会特别困难，会影响孩子一

辈子。”

民族团结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是全国各族

人民的手足相亲。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洪汉英采

取了很多措施。

一方面，她邀请上海知名教授为新疆少数民

族学生开设“沪语课”，让他们了解上海的风土人

情，还通过举办民族风情月等活动展示各民族魅

力。另一方面，她在学校开设《西域文化解读》课

程，通过“采访我的民族同学”和“学习民族语言”，

增进汉族学生对少数民族的了解；她组织学生去

新 疆 进 行 社 会 实 践 ，让 内 地 学 生 看 看 真 实 的 新

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建中华民族

大家庭”，这样的民族关系，正是洪汉英日日夜夜

努力的目标。

汗水浇灌民族教育之花
文·丁雅诵

科技日报讯 9 月 22 日，啄木鸟教育宣布获得东方

港湾 2000 万美元的战略融资，刷新了留学行业融资新

纪录。

据悉，2006 年成立的啄木鸟教育专注于美国留学，

多年来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啄木鸟教育创始人陈起

永表示，本次融资将主要用于 V-center 的建设、产品和

服务体系的完善以及优秀人才的招募等。

V-center是啄木鸟教育集团精心打造的高端、独立、

开放式的学习指导中心，会员学生通过留学申请培训课

程、中西方导师指导及自主学习，完成美国名校申请和与

留学相关的学术活动。目前，V-center 中心已于 9 月 20

日在广州开业，以后也会相继出现在北京和上海。啄木

鸟教育始终坚持“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为每一位

学生提供最好的服务。 （束宏福）

啄木鸟教育获2000万美元战略融资

据媒体报道，在四川泸州市古蔺县双沙镇寨坪

村，80多名小学生因教学楼成危房，被迫借用农房上

课，上厕所也只能进猪圈。“早在2009年，就有爱心企

业捐助了60万元善款，专门用来修学校，但这笔钱现

在去哪里了我们都不知道。”寨坪村的一位村民称。

一边是学生在农房里上课、上猪圈如厕，另一边

是 60 万元善款睡大觉，如此冲突的一幕，让人摇头

叹息。犹如捧着金饭碗，却讨饭吃，岂非讽刺？

报道称，村民所说的 60 万元善款的确存在，目

前还储存在古蔺县民政局的公用账户上，一直没有

正式投入使用。原因是，当地村民对善款的使用有

不同意见，长期以来这些意见相左的村民互不相让，

成为僵局。

“神仙打架，凡人受伤”，村民们争个不休，却延

宕了孩子们享受基本教育条件的权利，无论出于什

么理由，争议都失去正当性。

争议并非没有价值。问题是，这种讨论，不可让

捐赠者缺席，他们最有发言权，他们的意见至关重

要，他们的捐赠权利不可虚掷。

公益事业捐赠法明确规定，“受赠人与捐赠人订

立了捐赠协议的，应当按照协议约定的用途使用捐

赠财产，不得擅自改变捐赠财产的用途”“捐赠人有

权向受赠人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

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受赠人应当如实

答复”“受赠人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

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诸如此类的规定，

无一不是在保障捐赠者的合法权益，可现实情况是，

6 年过去了，本该用于修校的善款却被闲置，这是对

捐赠人的不尊重，也是对孩子们的不尊重。

其实，即便没人捐赠善款，当地政府也有责任向

孩子们提供安全稳定的教室，提供最基本的配套设

施。而此事件的发生，除了提醒我们关注孩子就学

条件的恶劣，也该关注慈善生态的灰色环节。

李克强总理说过，增强慈善组织公信力，把慈善

事业做成人人信任的“透明口袋”，让社会爱心的暖

阳照耀困难群众、助力民生改善。中国人不缺善心，

不缺慈善动力。最新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收到的款

物捐赠总额达 1042.26 亿元，时隔 4 年再次突破千亿

元大关，这是好消息。

如何让慈善透明，原民政部官员王振耀认为主要

包括 3个层面，第一是公布捐赠数额和来源，第二是

及时向捐赠者反馈捐赠款物的去向和动态。现在中

国慈善事业没做好的因素之一就是因为缺乏及时回

馈。第三，还要根据这些捐赠信息进行深入开发和加

工，从而对慈善管理提出一些体制改进的建议。可

是，我们遗憾地发现：善款常常不能善用，或者不能及

时善用；更有甚者挪作他用，或者揣进私人腰包。不

尊重捐赠人意愿是在伤害捐赠热情。

“花钱，比赚钱难太多。”近日，在中国首个社会公

益管理硕士项目开学典礼上，马云如此感慨。捐款，

确实面临“把钱交给谁”的问题，也面临交给谁之后如

何使用的问题。马云称“不能愚蠢地直接就捐出去，

应该要人才、组织、体系，整个准备好，才能干这个事

情”。这样说不无道理。惟有通过严格的制度安排，

确保善款善用，确保钱花在最该花的地方，让捐赠人

放心，让受赠人受益，慈善的品质才能更有保证。

为啥让学童“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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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育才中学自 2013年开办“内地新疆高中班”
以来，已招收了10个民族的244名学生。学校创新性地
开设综合素养课程，包括书法、绘画、剪纸、合唱、武术和
健美操等项目，既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又加强中华
传统文化教育和现代文明、现代审美教育。据上海市教
育部门介绍，目前上海有 14所学校开办内地新疆高中
班，在校生人数4000余名，其中2015学年招收新生1234
名。图为来自新疆阿图什市的育才中学学生热依拉在展
示自己的剪纸作品。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综合素养课让学生全面发展

■图片故事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回民区钢铁路第二
小学举行新生开笔礼仪式。开笔，是中国古代对少儿开
始识字、习礼的称谓，俗称“破蒙”。学童入学读书前，都
会有启蒙师长用红色的朱砂在学童额头正中点红痣，意
为开启智慧。图为钢铁路第二小学老师为新入学学生额
头上点朱砂。 新华社记者 邵琨摄

内蒙古学子开笔破蒙

近日，“精武学堂”在上海市虹口区精武学堂广场正
式开馆。精武学堂的创办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精武武
术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学堂设立精武课程，市民可通过
成人高考报选相关课程，取得上海精武体育总会颁发的
证书。 图为“精武学堂”开馆仪式现场。 沈春琛摄

“精武学堂”上海开馆

上海交通大学近期发布了“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排行榜前十中，除了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

大学，其他 8 所全是美国的学校，有外媒称这个结

果是荒谬的。这再次引发人们对于大学排名的

“围观”。

一年里，国内外大学排名轮番亮相，每一次都会

成为热门话题，究竟哪个排名更受认可？排行机构

又紧盯着大学哪些方面的表现？

热闹的大学排行榜背后
文·林 露 裴 扬

目前，世界上知名度较高的世界大学排名有《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QS

世 界 大 学 排 名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专 刊》（The

TIMES）世界大学排名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ARWU）。

现在大家公认的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排行榜由美

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 1983年首创，至今已有

32 年历史。包括亚洲欧洲等区域的大学排名，法

国、加拿大等 11 国的大学排行榜，化学临床医学等

21个学科排行。2014年起，首次发布全球最佳大学

排行榜，涵盖 49个国家 500所大学。

2004 年起，教育组织 QS 与《泰晤士高等教育

专刊》合作发布榜单，即泰晤士高等教育—QS 世

界 大 学 排 名 。 2010 年 起 ，两 家 机 构“ 各 立 门

户 ”。《泰 晤 士 高 等 教 育 专 刊》独 立 发 布 排 名 ，不

久 便 成 为 可 与 QS 世 界 大 学 排 名 相 提 并 论 的 大

学排名机构。

自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赵红州研究员、蒋国华

教授 1987 年在《科技日报》上发布中国第一个大学

排行榜以来，中国已有近 20个机构和学者发表超过

50 种不同类型的大学排名。最近引发争议的上海

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

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自 2003 年发

布，至今已经 12年。

现阶段中国大学排行榜主要有两种来源，一是

来自高校等学术机构，如人大版、武大版；二是来自

民间组织和网络，如好未来版、网大版等。在过去的

十多年间，我国民间排名机构出现过“三足鼎立”局

面。三家机构之中，深圳网大公司官网榜单只更新

到 2013年，仍在发布 2015年大学排名的只剩下武书

连课题组和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两家。今年，腾讯

教育和最好大学网联合发布首版“中国最好大学排

名”，互联网企业也开始涉足排行榜这个“是非之

地”。在民间首发中国大学排行榜的蒋国华教授，后

来“加盟”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大学研究团队，成为

学术委员会主任。

大学排行榜遍地开花

国内外比较受认可的这几个大学排行榜，在

指标设置和榜单内容上各有千秋。《美国新闻与

世界报道》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采用的指标中，

大学在同行中的声望分占比最大为 25%；其次是

毕业率、学生保留率、师资力量，各占 20%。而港

校和内地高校中最受青睐的 QS 排名使用 5 项指

标，其中学术声望也最被看重，占比 40%，超过《美

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五个百分点。《泰晤士高等

教育专刊》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样，其排

名数据也来自著名数据公司汤森路透集团，其 5

大类排名指标中，教学、科研和论文引用数量“三

足鼎立”，各占 30%。

中国做世界大学排名挺早，甚至比 QS 和《泰晤

士高等教育专刊》还早一年。2003 年起，上海交通

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其使用的 6项指标包括 100年

来大学校友、教师获得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数量，

大学近 5 年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

数，以及大学师均学术表现等。

相比严肃有加、学术气息扑面而来的国内外知

名榜单，民间的一些榜单更会抓人眼球。像艾瑞深

中国校友会网除了发布综合排名、专业与学科排名

等传统榜单，还会发布中国高考状元最青睐大学排

行榜、中国大学校友捐赠排行榜、中国最受外国政要

青睐大学排行榜等，角度多元且兼具趣味性，更易抓

住国人的阅读兴趣。

评价指标与内容各有千秋

排名虽不是新事物，但是争议声却是此起彼

伏。在百度检索“大学排行榜乱象”，相关信息竟多

达 61万条。

国内大学排行榜遍地开花，权威性和公信力一

向饱受非议。有些排名机构用一把尺子衡量各类

型各层次大学，误导了高校；有的机构以学术讲座

指导等名义从高校获取金钱收益；《人民日报》曾

报道某机构的中国大学排行榜涉嫌花钱提升排

名，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还站出来对排名机构上门

拉赞助说 NO……

即使是大家公认的几大排名，也会被人诟病。

有专家曾提出，QS世界大学排名指标中同行对学校

的评价所占比太高，存在论文引用数量没有进行标

准化处理，大量引用师生比例衡量教学环境存在一

定的主观性等缺点。有专业人士也曾质疑《美国新

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大学排名有一定的主观性，排名

中重要的一项是学校获得的校友捐助，公立学校在

该排名子项上得分较低，而私立大学由于健全良好

的资金筹集和投资运作机制，在该排名子项上会以

较大优势胜出。

排行榜本身并没有错，但机构不能不负责任地

发布，高校也不能傻傻被牵着鼻子走。中国人民大

学的陈幽泓副教授认为，政府要对研究机构或中介

机构进行的高校评估活动进行评估和监督。

排行榜争议声此起彼伏

那么，大学排名的对象——大学，对排名爱多

点还是恨多些呢？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则说，公正

的大学排行榜已成为学生及家长选报大学、社会

各界了解大学的重要“指南”，不宜简单以行政命

令禁止。原华东师范大学校长俞立中认为，客观

公正的排行榜能有效促进高等教育内部系统的良

性竞争，主动找寻发展的问题与不足，提升办学实

力和水平。

但也有部分学者和社会人士并不认同排行榜的

价值。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就认为，

大学质量评价过程中重科研、轻教学的指标体系，加

剧了大学科研与教学的矛盾。

然而，无论国内的国外的，形形色色的大学排行

榜的帐老百姓都买，大家只是各取所需。对于从幼

儿园起就有“择校”情结的中国家长，选校选专业货

比三家可以说是本能；对于毕业生、校友来说，母校

在排行榜上有好的表现，是教育背景的注脚、是自我

认同的一种方式；对于大学来说，各大排行榜也都是

要看的，至于宣传时哪个排名为我所用，则会有自己

的“选择”。

今年，北大《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中展示了《泰

晤士高等教育专刊》排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

名、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北大排名全国第一的学科，

以及民间机构发布的“2015 年中国大学排名”和

“2014 杰出校友排行榜十强”；清华《本科报考指南》

则提到 QS 世界大学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

排名；香港城大招生宣传资料上，采用了 QS 世界大

学排名和上海交大的学术排名。

对于大学来说，各大排行榜自然都会予以关注，

耐心看完发现悬殊很大，选择哪家的排名说事也就

不言自明。北大《2015 招生简章暨报考指南》上展

示：北大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世界大学排名 39

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上位列

48名，而在未展示的 QS世界大学排名中则是 57位，

是三家机构排名中最低的。在 2015年排名中，复旦

大学在 QS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 71位，比《泰晤士高

等教育专刊》世界大学排名的 193位竟高出了 122位

之多；2015 年香港城市大学招生宣传资料上选取的

海外机构排名是 QS 世界大学排名，而非《泰晤士高

等教育专刊》排名，对比发现，香港城大在 2015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是 108 位，领先《泰晤士高等教育

专刊》世界大学排名达 84位。

这些年，每一次世界大学排名的发布都会刷新

一个老话题——北大清华谁坐第一把交椅。查阅

2015 年排名可以发现：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

界大学排名上北大 39 位清华 67 位，在《泰晤士高等

教育专刊》世界大学排名上北大 48 位清华 49 位，在

QS世界大学排名上清华 47位北大 57位。对两校在

三大排名中的表现统计显示，北大以 2∶1 战胜清

华。其中，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名

上北大领先清华 28 位，而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上清

华又领先北大 10位。

不少机构做大学排名时，除了发布综合排名，

还会发布学科和专业排名、毕业生质量排名、富豪

校友排行榜、杰出政要校友排行榜等，五花八门的

榜单总有一款适合您。其实，无论是从什么角度

排名，关键是要为受众提供关于排名的全部信息，

使他们清楚地了解排名的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

机构或专业排名的指标，结合自身的具体情况理

性看待。

榜单上谁都不是常胜将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