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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评

■前沿

文·胡乐乐

文·曾 皓 刘爱华

■将新闻进行到底

教授“组团”为本科生上课，学生拥有自主研究的

实践平台和百分百自主选专业的权利，研究所参与本

科教学……

近日，笔者在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采访时了解到，该院在育人

方面的“秘笈”值得借鉴。

“最牛物理学院”的育人“秘笈”

■第二看台

据媒体报道，今年年底前，我国 30多万所中小学

均将配置“挂牌”责任督学，他们将承担起监督、指导

的责任，对学校的招生、管理、课程设置、师德建设以

及学生减负等问题进行经常性督导。日前，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

督导办法》，我国正式建立中小学校责任督学挂牌督

导制度。这一举措被一些人和媒体喻为“教育警察”

来了。

教育督导是教育质量监控的重要制度保障。

世界各国均非常重视教育督导工作，并不断改革

和 完 善 教 育 督 导 制 度 。 这 方 面 ，我 国 亦 不 例 外 。

1949 年 11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时，就

设有视导司，专门负责全国的教育督导工作。1986

年以来，我国建立了国家、省、地、县四级教育督导

机构。为了加强国家一级督学队伍建设，国家教

委 1991 年 12 月制订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督学聘任

暂行办法》，至今聘任了 8 届国家督学。2012 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成立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下

设办公室（设在教育部），《教育督导条例》10 月 1

日起施行。

应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教育督导工作

取得了长足发展，对于国家教育质量的确保和提高，

提供了积极的制度性保障。但是，客观而言，目前所

存在的问题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需要我们认真正视，

并改革、完善。首先，教育督导没有从政府独立出来，

造成教育督导无法独立开展工作。比如，政府教育行

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往往都是当地教育督导部门的正

职领导或副职领导，这就导致自己督导自己，无法独

立、客观、公正地督导。其次，督学没有专职化、专业

化，导致督导很不专业或专业性很不够，进而造成教

育督导的质量本身就问题很大。再者，教育督导结果

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亟待提高，以便让国民关注和舆论

监督。

纵观世界各国教育督导的成功实践，与时俱进

地改革和完善教育督导制度，已经成为加强教育管

理和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方式。英国的教育督导

制 度 发 展 历 史 悠 久 、运 行 成 熟 ，值 得 我 国 好 好 借

鉴。《1992 年（学校）教育法》的颁布，使英国的现代

督导制度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负责教育督导的

英 国 教 育 标 准 局（Office for Stanards inEducation，

OFSTED，又称女王陛下总督学办公室）从内阁教育

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教育管理部门，并且改为

对议会负责。教育标准局的最高负责人是英国女

王和枢密院联合任命的英国皇家教育总督学。教

育标准局要定期对外公布督导的结果——无论是喜

还是忧。加之督学专职化、专业化，就使得这样的

教育督导体制和制度让英国的教育督导的质量有

了根本性的保障。

由此可见，若想把我国的教育督导切实做好工

作，最根本的还是要大刀阔斧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教

育督导的制度。只有良好的教育督导制度，才能让教

育督导不流于形式而有质量。

挂牌“教育警察”能督导好教育吗？

“对于研究型大学来说，教学和科研具有同等重

要的地位，缺一不可。‘育人’是教授最基本的意识，积

极参与教学活动是教授的天职。”物理学院执行院长

刘万东说。

在中国科大物理学院，很多门课程是由教授“组

团”来上的：全院 20 多个课程组，其中 12 个是物理学

科基础课课程组，每个课程组都有 20—40 位老师组

成强大的教学团队。另以学科点作为单位，全院的专

业课打包为 9个物理专业课课程组。

“课程组是具有一定行政功能的教学基本单元。”

刘万东介绍，“课程组成员的选择、教学内容和方式的

规划、教师教学任务的分配、教学评价和奖励推荐等

一系列教学管理行为都由教学组去完成的，院系管理

层不加干涉。”

物理学院副院长叶邦角教授是《电磁学》课程组

的负责人。翻开《电磁学》课程组名册，可谓教学力量

雄厚：教授 16人，副教授 10人，讲师 8人，已经编写了

近 10本课程教材和参考书。

学院要求每位教授至少参加 2个课程组，积极参

与一线教学活动。刘万东表示，“基础课教学是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的根本所在。因此，越是基础的课程，

课程组的力量越是强大。”

如果说加入课程组是实现教授参与一线教学的

基本途径，那么“教授值班”制度则进一步增进了教授

与学生直接对话。

这项被同学们称为“open hour”的制度已经在物

理学院实行了三年。学院要求副教授以上的老师每

两周都拿出一定的开放时间，与本科生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和对话。

2010级物理学院本科生胡月同学是这项制度的亲

历者之一：“‘教授值班’制度对我们帮助挺大的，日常学习

生活里我们的疑问其实挺多的，比如专业选择、进实验

室、未来去向等，需要有这种和教授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刘万东说，“学生在学业、生活上的任何困难都可

以在‘open hour’里与老师交流。我们希望将‘教书

育人’的意识落在实处。”

强化教授的“育人意识”

今年 8月，2010级凝聚态物理专业的江志浩同学

和实验室的老师、同学一起，参加了在江西举办的国

际稀土会议，并上台作了全英文报告。“这个报告是我

们小组这一年多研究成果的一个小结。”江志浩说起

这次经历，颇为兴奋。

江志浩从大二下学期进入张增明教授的实验

室。除此之外，从大二开始，他还参加过上海应用物

理所的秋令营，深入了解先进的实验环境，聆听高质

量的学术报告；去年，他又参加了在浙江举办的全国

暑期物理学校，接触了量子信息、凝聚态、生物物理等

前沿课题，收获颇丰。

江志浩的丰富实践机会，是中国科大物理学院大

多数同学的一个缩影。据统计，物理学院约有 50%的

本科生在校期间有机会获得学校资助，参加“大学生

研究计划”，开展完整的科研实战训练；80%以上的本

科生有机会进入相关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在教授的指

导下进行科研实践活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科大物理学院的实践教

育注重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从 2005 年开始，

学院为大二以上的同学开设了由学生自主设计的研

究性实验课程。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副主任张增明介绍：“这类实

验课程不再只是让学生做单个实验，而是建立一个鼓

励学生拓展学术兴趣、进行自主研究的实践平台。同

学们有机会亲自设计实验、独立完成实验的分析和解

释，并形成自己的实验结论。”

据了解，每年，以物理学院学生为主，全校大约有

600 多名学生参与自主设计的研究性实验课程。“其

中有三分之一的研究成果可以达到发表文章的水

平。”刘万东对同学们的科研实践能力表示了肯定，同

时也指出，“不过研究成果本身并不是我们开展研究

性实验课程的目的，我们并不看重实验结论，而是看

重学生的研究套路，以及在研究过程中展现出的自主

研究能力。”

锻炼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

“‘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是中国科学院确立的中

国科大基本办学方针，物理学院在原先多年经验的基

础上，正推进所系结合的进一步深化。”刘万东介绍，

“原先我们只有 3 个英才班，现在我们和中科院对口

的规模较大的研究所在本科教育方面全面合作，联合

建立了 10个科技英才班。”

事实上，所系结合英才班的合作体现在多个方

面，比如研究所为学生设立奖学金，提供实习和做大

给研究所留一块“自留地”

尊重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前提条

件之一。早在 2005 年，物理学院就在学院内开始了

完全自主选择专业的做法，并收获了良好的效果，这

也为中国科大在 2012年全面开展自主选择专业做出

了很好的尝试。

由于中国科大的物理学科在国内名列前茅，物理

学学科专业齐全、毕业生深造率高等特点，物理学院

多年来都是转专业的重要流入地之一。面对众多的

申请者，物理学院会组织面试，主要考察学生的转专

业动机，学习成绩倒是其次，学院最看重的是“兴趣”。

2009 年，胡三乐和段以恒分别被录取在信息科

学学院和核科学技术学院，他们第一学年的成绩都是

年级第一，两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转到物理学院，

都是出于对物理的喜爱。2013 年，这两位“转系生”

都获得了代表中国科大学生最高荣誉的郭沫若奖，并

分别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全

额奖学金，继续他们在物理领域的求学之路。

对于想转入的学生，学院的做法是不设数量限

制，只要通过面试考察出学生的真实意愿，物理学院

就会接收。“大学就是要有教无类，这是育人的基础”，

刘万东认为，即便是基础稍弱一点的学生，也都有很

强的可塑性。

管昇炜是中国科大 2011 级本科生，入学时被录

取在工程科学学院，但是他最感兴趣的一直是物理，

在工院的成绩不甚理想。转到物理学院之后，他的学

业成绩和科研能力都有了很大提升，大二的这个暑

假，管昇炜已经进入杜江峰教授的实验室开展基础的

研究工作。

目前，物理学院对于有转入需求的学生，做到百

分百满足。据统计，每年转入物理学院的学生约占该

院学生数的 20%，而结果表明，大多数同学成绩都有

较大的提升。

自主选专业，百分百实现

研计划的实践机会，更深入一些，研究所可以独立开

设专业课程，安排教员为本科生上专业课。

英才班可以看作为研究所在本科人才培养方

面的一块“自留地”。“在这块‘自留地’上，研究所

可 以 有 一 定‘ 自 营 ’的 空 间 ，参 与 到 本 科 教 育 中

来。”刘万东指出，“我认为这是一种理念的更新。

以前强调的是合作过程中一些具体项目，现在重

在帮研究所建立起本科教育的自豪感，引导他们

主动参与到本科生培养过程中，使学生获得更好

的学习和实践资源。”

以物理学院与中科院物理所共建的“严济慈物理

科技英才班”为例。班里的学生在一年级时去物理所

参观学习；二年级时会有两周的时间在物理所完成科

研小实践，并参与所里的科研工作；三年级时在物理

所完成大学生研究计划；四年级时结合毕业论文，在

所里完成系统化的科研训练。

“我们希望为学生创造全方位的优质教学和实践

资源，帮助学生尽早触摸科学前沿，激发学生对科学

的热爱和创新的热情。‘所系结合’的深化为实现这个

目标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刘万东表示。

家长被迫“自愿”、校方收回扣、运营商

多方分成、教育部门屡禁不止……校讯通原

本作为学校和家长沟通的平台，为何变身

“利益场”?记者在深圳、合肥等地调查发现，

不少地方的校讯通涉嫌搭教育便车乱收费，

市场乱象丛生，校讯通又该何去何从？

校讯通成“家长痛”遭家长吐槽质疑
9 月 4 日，深圳罗湖区东昌小学一位家

长近万字的《“校讯通”十大罪状》投诉信，引

发热议。学生家长认为，每个学年开学前，

学校向家长发来“告家长的一封信”，指定家

长购买哪家校讯通企业的产品，并指定了服

务费价格，10元／月，一次性交费一学年 100

元。虽然信中写着“家长自愿购买”，然而，

每天布置的作业都需经校讯通发送，家长只

能被迫“自愿”购买，而且还不能选择校讯通

企业、不能议价。

同样，今年 4 月 18 日，安徽省教育厅点

名批评了 18所违规办学的中小学，其中阜南

县第一小学、第四小学因强制家长使用校讯

通被点名，此外，凤阳县府城中心学校要求

家长办理手机短信业务并每月收费 10元，也

由此引起部分家长强烈不满。

今年15岁的杨章（化名）就读于安徽省六

安市的舒城三中，校讯通从绑定的手机号中每

月自动扣除10元。杨章父亲表示：“平时做生

意很忙，早出晚归，作业都是孩子自己完成，校

讯通对我们的作用不大。但若孩子不办理的

话，怕老师不高兴，最后还是办理了。”

记者了解到，校讯通系统具有学校通

知、布置作业、成绩管理等功能。作为家长

和学校沟通的有效平台，为何遭遇部分家长

吐槽？

深圳有家长反映，深圳校讯通每周大概只

收到两三条短信，一年却要交纳 120元到 200

元。“现在沟通方式那么多，QQ、飞信、微信等

功能都比单一的校讯通短信要强，还都是免

费，为什么偏偏选择这种单一又收费的方式

呢？”一位家长吐槽校讯通是“绑架家长”。

此外，也有家长质疑校讯通的收费标

准，每月 10 元、15 元、20 元不等，这些标准从

何而来，为何假期学生不在校还需交费，为

什么由学校来要求和推荐家长使用，是否存

在着学校因为利益原因而要求办理校讯通

业务？

多方牟利勾勒“灰色地带”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校讯

通平均要收取家长 0．3元／条的通信费，每

月向家长收取 10 元至 15 元。如果深圳在

校、园学生以 150万人计算，若都在使用校讯

通、每人每年按 120元计算，深圳家长每年要

多出 1．8亿元的教育负担。

深圳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深圳校

讯通从 2007 年开始推广至今已经有 6 年，在

2011 年 8月 29 日，深圳市教育局曾对外发布

《关于做好“校讯通”安全使用工作的通知》，

其中对校讯通进行了肯定。但是在 2011年 9

月 16 日，深圳市教育局又下发了《关于撤销

〈关于做好“校讯通”安全使用工作的通知〉

的通知》，强调各单位不得以之前的通知作

为推广业务的依据。各单位严格坚持学生

家长自愿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使用

企业市场服务产品。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安

徽、四川等地已将此类服务定性为变相乱收

费进行查处。

记者从安徽省教育厅获悉，安徽省约有

157万幼儿园学生，404万小学生，213万初中

生，129万高中生，10元每月的校讯通费用即

便只有少数学生支付，一年下来所涉及的数

额也十分可观。

“我们学校有2000多人，其中有一半左右

办理了校讯通，每月收费 10元。运营商每年

会直接给学校 5％的返利，一般在 6000 元左

右。”安徽省一家民营寄宿制学校的校长向记

者坦言，运营商校讯通服务会向各个学校推

广，在这个过程中送礼、给回扣经常发生。

合肥市一名小学班主任表示，每学期学

校会发 300 元至 500 元的回扣给老师，根据

班级学生办理人数的多少浮动，一学期一

次，“学校的回扣有多少就不确定了，羊毛出

在羊身上，运营商的利润、中间代理人的回

扣和给学校的回扣，最终承担这些的还是学

生家长。”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罗湖分局调查

结果显示，校讯通服务商的运营模式一般分

为两种，其一是校讯通服务商与移动通信运

营商合作，通过移动通信运营商直接扣话费

的方式向家长收取通信费，所得的通信费，

七成归移动通信运营商所有，三成为校讯通

服务商；另外一种则是家长直接将费用打入

校讯通服务商账户，校讯通服务商再与移动

通信运营商合作开通短信服务，一般情况

下，校讯通服务商与移动通信运营商约定所

得 75％归校讯通服务商所有，25％归移动通

信运营商。

一位不愿具名的运营商表示，与校讯通

服务商之间属于合作关系，价格则是按照市

场供需决定，“我们属于正常的商业行为，倘

若价位不合理，我们接受政府监管部门的监

督，也希望相关管理部门给予指导。”

校讯通该何去何从？
深圳市罗湖市场监管分局认为，校讯通

运营商涉嫌教育乱收费和不正当竞争。学

校推荐使用校讯通涉嫌违反了《反不当竞争

法》第七条“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

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

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

深圳律师梅春来认为，通过校讯通布置

作业是学校的义务，不应该向家长收费。例

如气象台、“三防办”发布天气预报、台风预

警信息等，都不需要向接收短信的市民收

费。此外，按照“谁使用谁付费”的原则，也

不应由家长来付费，学校将相关费用转嫁给

家长并不合理。

“家长吐槽校讯通问题的核心在于不能

强制使用，学校更不能从中牟利。”深圳市教

育局局长郭雨蓉说。

安徽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缪富国

表示，“家校沟通平台不能成为运营商‘绑架’

孩子的工具，更不能把学生们当成利润的增

长点。既没有必要，也不是出于家长完全自

愿，本质上就是强制消费行为。”

教育专家表示，既然这个平台能够实现

良性的家校互动、有利于学生的培育，那就

应当加大投入，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可以把

其列入公用经费的项目，这样家长方便，学

校也轻松。此外，也有教育专家表示，应由

一个独立于学校之外的第三方机构来统一

开展校讯通业务，任何学校不得参与校讯通

类业务的推广和定制，不得统一组织、强迫

或变相强迫学生使用。

（据新华社）

校讯通平台为何变身“利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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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个性，为孩子提供开放多元的成长空间，是

素质教育的重要目标。新学期，上海一些中小学校从

教学方式、课余生活等方面继续探索素质教育新路，

一些重在革新理念的新举措得到了学生和教师的普

遍认可。

引导孩子学会提问

新学期伊始，上海闸北区第一中心小学的校园里

多了一面“童心问号墙”。校长徐静介绍，“问号墙”旨

在鼓励孩子们在与自然、社会的接触中，寻找问题，挑

战智慧，鼓励学生敢问、乐问、善问。

谁来回答孩子们的提问？徐静表示，“问号墙”每

两周更新一次，每次以一个年级为单位向全校同学提

出问题，共同探究。每轮活动结束后都要评选智慧英

雄榜，对于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学生，学校将在学

期末给予奖励。此外，具有各种专业知识的家长也能

加入答题者队伍。

“哪些动物可以预报天气？”“运动有哪些奥秘？”

“社区老人的生活有哪些难题？”问号墙上，不同年龄

段的孩子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向同学们自由发问。

“从寻找问题开始，我们希望促使孩子们去自行探索

和发现，培养出可贵的创新精神。”徐静表示。

培养学生良好学习习惯

上海长宁区天山路第一小学二年级的数学课上，

不时传来热烈的掌声。记者看到，只要学生答对了问

题，老师就会在黑板边上标记一个红点或绿点。

“累积了 3 个红点和 1 个绿点的学生就有申请进

阶的资格，最终有 10％左右的学生不用参加期末考

试。”校长吕华琼告诉记者，“积点进阶”计划是学校的

一项创新，考核学生行为规范、学习成绩、作业规范以

及课堂表现四个维度。表现“优秀”可获一个红点，

“达标”可获一个绿点。“免考减轻了学生的考试压力，

但免考不是目的，我们希望从传统分数至上的‘终结

性’评价转向‘过程性’评价，引导孩子养成良好学习

习惯，爱上学习的过程。”

在黄浦区卢湾第二中心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评分

制也被一段“摘星之旅”所取代。教师许影琦表示，从

新学期开始，学校将对学生思考过程、学习态度、作业

情况等各项情况进行多维度考察，学生达到一定要

求，就能获得相应数量的“星星”。“我们看重的是学生

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创新思维。”许老师表示，“‘关注过

程’能让学生学得更扎实，同时也有更多时间来发展

兴趣。”

让孩子们动起来

中秋前夕，上海市实验学校东校一间特殊的教室

被布置成家庭厨房的模样，设置了 8个烹饪台，每张烹

饪台都配置了炉灶、水斗、微波炉和电烤箱。教室专

供学校新推的烹饪课使用。第一堂课就是自制月饼，

让各年级的同学们兴奋不已。

副校长奚九芳介绍，新学期的烹饪课将首次在小

学三四年级和中学六七年级试点。“低年级学生学一

些点心、汤的制作，高年级则学做家常小菜。除了传

授简单的烹饪技能，这门课更希望教会学生感悟生

活，帮助学生实现长远综合发展。”

针对如今儿童肥胖率增高的现状，上海虹口区北

虹初级中学等不少沪上中小学校都开出了各自的特

色体育课程。在北虹初中，六年级男生学习柔道，女

生学习击剑，直接目的就是要让孩子们动起来。其

次，该校老师表示，“通过一些对抗类的项目，能让学

生体会和接受挫败，养成坚毅、果敢的品格，不再当碰

不得的瓷娃娃。” （吴振东 彭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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