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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新闻进行到底

11月 17日，一名参赛选手在天津外国语大学进
行现场口译竞赛。

当日，第三届全国口译大赛天津赛区复赛在天津
外国语大学拉开帷幕。来自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理工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等九所高校的24名选
手各显风采，经过英译汉、汉译英两个环节的比拼，最
终获得前6名的选手将代表天津赛区参加全国口译大
赛华北大区决赛。 （李想摄）

天津大学生挑战口译技能

11 月 17 日，浙江农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电子
111班陈明辉同学，在向师生演示自己在老师指导下
研发的四翼飞行器。

该飞行器除外部结构为购买的材料外，运行程序
和芯片都由陈明辉和同学编写并组装，可以稳定爬升
到20米高空，并在高空进行翻转。 （陈胜伟摄）

大三学生研发四翼飞行器

11月 12日，在葡萄牙中北部圣若昂－达马德拉
市的一所小学汉语公开课上，老师在教授汉语。

经过半年多的成功试点，葡教育部今年 7月正式
批准圣若昂－达马德拉市所有公立小学在三、四年
级开设汉语课程，并将汉语课第一次正式纳入学生必
修课。 新华社记者 张立云摄

葡萄牙小城中文热 小学生必修汉语

11月 12日，教师刘景辉（右）在给小学部唯一的
学生曲静怡上语文课。

龙王乡希望小学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龙王乡
沙岗子村，18年前曾是农安县第一所希望小学，学生
最多时有60多人，但如今仅剩4个老师和6个学生。

近年来，由于农民进城务工人员增多、农村师资匮乏
等原因，像龙王乡希望小学一样，许多地方的乡村小学都
面临着逐渐萎缩的窘境。 新华社记者 王昊飞摄

村小学：4个老师和6个学生

纵然有着十几个无比光鲜的头衔，喊其董事长，

他或许静默；叫一声老俞，他会愉悦接受；倘若换成

“俞老师”，他定会满口答应并会心一笑。

这位老师颇不简单。农民的儿子、自卑的学子、

义气的哥们儿、象牙塔里受过处分的教书匠、街头张

贴小广告的创业者、被一些大学生和年轻人誉为精神

导师……他，就是俞敏洪。

“老师的魅力不在于对知识的透彻讲解，而在于

教会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人生产

生激情。”

20 多年间，老师的称谓让俞敏洪如坐春风、乐

享其中，只是这追梦之路走得并不容易。用教育解

救人生是他的坚定信念，从绝望中寻找希望是他的

真实写照。

俞敏洪：用教育解救人生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将大学汉语从必修课改

为 选 修 课 ，引 发 争 议 ，该 校 一 名 研 究 生 在 网 上 发

表名为《慢一点：人民大学的“国际化”》的日志。

有大学生因此在网上感慨，“汉语都成选修了，为

什么英语还是必修？”扬子晚报记者调查发现，东

南 大 学 、河 海 大 学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等 南 京 不

少 名 校 早 在 几 年 前 就 将 大 学 语 文 从 必 修 改 为 选

修课。

许多理工院校，尤其是名校都将语文作为选修

课，使得学生的汉语水平仅仅停留在高中水平。对

于这些理科院校的大学生们，真的就够用吗？有专

家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在本土难以获得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文精神的缺失。理

科生要想成为顶尖人才，学习本国语言，是绝对不可

缺少的必修课。

一是语文作为一种工具，是学好理工科课程的

必要基础。试想，一个汉语糟糕的学生，分析理解问

题的能力会有多强？丢失了语文学科的基础地位，

而一味地去学习专业，往往会得不偿失。

二是语文作为人文学科的主要课程，是培养学

生人文素养不可缺少的。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是

才。人文精神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是“德性”“价值观”“人生哲学”的集中体现，也是科

学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

三是理科生需要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科研成

果如果撰写成论文，往往会言不及义，造成不必要的

麻烦。有教授表示，很多学生的论文连标点符号都

不会用，一整段下来一逗到底，更不说语言表达的精

确性。如此这般，即使有好的科研成果，推广、普及、

运用都会是很大的问题。

理工科院校学生学习语文，不仅是学习本身

的 需 要 ，更 是 培 养 人 文 精 神 ，提 升 人 文 素 养 的 需

要 。 人 文 素 养 对 创 新 思 维 的 发 展 也 许 没 有 很 大

的 影 响 ，但 是 你 想 要 创 新 ，首 先 得 保 证 你 自 身 独

立、完整。“要成学，先成人。”人文素养并不是一

种知识，而更像中国古人所追求的“境界”。自古

希 腊 起 ，许 多 伟 大 的 科 学 家 ，大 都 兼 着 哲 学 家 的

“ 名 头 ”，他 们 大 都 有 很 高 的 人 文 素 养 ，也 因 此 可

以追求纯粹的科学，可以发展出现在科学界无法

企及的“自由科学”。试想在选择如此之多、人际

关系如此繁杂的当今世界，若没有一点内在的定

力 ，或 者 没 有 一 点 除 了 科 研 之 外 可 以 倾 心 的 余

地，是做不到最奇妙的科学的。人文素养不是一

种 可 以 量 化 、可 以 换 算 成 某 种 能 力 的 东 西 ，但 是

它体现在生活的各种方面，它甚至定夺了人生的

方向，绝不容小视。

由此可见，理科院校开设语文课是非常有必要

的。不仅对培养分析、理解问题以及语文表达能力，

不可缺少，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只不

过，现在许多院校在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选择上，

还要加强研究，使之更具实际操作性，让学生真正能

够受益，而不能是可有可无的摆设。

理工院校语文岂能成为“选修”

关于自己，俞敏洪有过这样一段“控诉”：“进入大

学后，没有一个女孩子爱上过我，我是一个 Loser（失

败者）；教了 7年书没有什么成就，我继续是一个 Los-

er；在学校 10年没有参加任何活动、加入过任何团体，

我还是一个 Loser……”

为了能走出农村，他连续3年参加高考，当最终大

摇大摆地走入中国最高学府时，才发现自己普通话不

会讲、英文说不好，又没有突出的特长，让这位本村的

插秧冠军、有着断续代课经历的学子立即被打回原形。

“如果说从来没有过孤独和自卑，那么我一定很

浅薄。自卑可以当做一种磨炼，让我在很多情况下都

能沉住气，能比别人多想一些，多看一些。”北京大学

的几年里，俞敏洪寂寞过、也彷徨过，好在他顶住了，

揣摩出一套说服自己的“揉面定律”。

遇到困难、打击、失败、挫折的时候，不是绝望地

放弃或者顺从，而是更能适应这个处境。就像往面粉

中掺水一样，不断地揉，变成面团后，再怎么拉、怎么

揉、怎么变形，就是不会断。

回忆往往是痛苦和美好并存，俞敏洪怎么也无法

料到，为了尽快赚取留学的费用，私自在外授课的行

为换来了学校的处分。

无论梦想的路上有多少险阻，俞敏洪始终坚定，

从绝望中寻求希望。不知不觉中，他被时代的浩荡洪

流裹挟着飞速前进。

俞敏洪回忆，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支

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我和几个朋友意识到，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下海办学。不夸张地说，新东方的

出现和发展刚好迎合了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潮流。”

被时代洪流裹挟着飞速前进

终于，俞敏洪守住了教师的职业。

创业之初，他常常一个人晚上满街溜达张贴广

告。数九寒天手中的浆糊桶经常结冰。有时实在冻

得受不了，他就掏出怀中的二锅头抿上几口。“身体上

的痛苦还能够忍受，但精神上的挫折几乎让我丧失信

心，与各种职能部门打交道的过程和办学是两码事。”

文人从商必须改变原来的观念。俞敏洪不得不

自我安慰，抬头看天地很大，务必要对生活保持一种

热爱。有这种热爱才能做好事情，怀着大胸怀、大气

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怀着理想主义激情，借着当时英语学习热和出国

热，新东方在出国培训领域异军突起。有着强大号召

力的俞敏洪，无论到哪里访问或演讲，都会被学生们

怀着敬意，喊上一声“俞老师”。

的确，脸型瘦削、带着眼镜的朴素男形象，让俞敏

洪极有老师范儿。加之习惯于彬彬有礼却难掩激情

的话语，令身边围绕的多半是年轻人，他总被人揶揄

“爱混校园界”。“我的本职就是一名老师，做成总裁纯

属意外。”俞敏洪说，看到学生们坐在教室里，自己的

血液循环就会加快。如果和他们一起待上三两天，会

觉得自己变年轻了许多。

T 恤衫、牛仔裤、运动鞋、双肩包，在新东方位于

中关村核心区的总部大楼，年过 50 的俞敏洪一副经

典休闲打扮。与大多数公司一把手不同，本应设在走

廊深处的总裁办公室，却紧挨着大平面办公区。走路

带风、说话嬉笑，与员工你来我往，谈笑处事间，无论

如何难以把他与亿万富翁的身份挂上钩。

如果把梦想比作光束，那么俞敏洪将自己的梦

想，照进了别人的现实，又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自己

的人生抱负。虽然过程曲折离奇，但他仍然锲而不

舍。“雄鹰靠着翅膀可以飞到金字塔顶端，蜗牛一定会

掉下来。再爬，再掉下来，继续爬，终有一天会看到与

雄鹰同样的世界。而我，就是那只一直不停爬着的蜗

牛，别人五年做好，我花十年干成。”

“不停爬着的蜗牛”

“一路走下去，不是因为坚强，而是因为别无选

择。”20 年的创业和守业过程，他吞下过“引狼入室”

的苦果，错失过 1000万元的投资，遭遇过连续两次被

绑架并险些撕票的惊恐，经历过房地产、钢铁等来钱

更快、利润更高的投资诱惑……但俞敏洪的理想从未

泯灭，教育被认作这辈子必须做成的唯一事情。

“我本应该一辈子过着平平淡淡的农村生活，辛

勤劳作、娶妻生子，然后在每天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的

日子中慢慢变老。可是，老天偏偏让我生在长江边，

看到一些船从天边来，又消失在天边。我始终渴望旅

行，幻想着走向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被俞敏洪指向了一所私立大学，全盘

接手教育工作并继续投资做大做强，实践他渴望已久

的教育理念，“任何奇迹背后都有可能隐含着重大危

机”。他深谙平衡之道，并一直劝诫自己，“和”是人生

的境界和智慧。

“改革开放了一片天地，不仅让我们自由挥洒能

力，也成就了一个英雄时代，让我和很多人拥有了财

富。现在的中国需要有良知良心的心灵富豪，不是那

些一掷千金的土富豪。我不拒绝创新，也会接受创

意，但绝不可能冒进，必须跟国家的政策吻合，在稳定

中寻发展，不去追求奇迹，只盼再创奇迹。”

做有良知的“心灵富豪”

记者：商业运作规律和您的理想情怀如何做到兼顾？

俞敏洪：做教育是我的理想，现在新东方做成了

上市公司，并不是我的目标。如果我一直盯着赚钱，

新东方也肯定做不到这么大，我有太多机会进入更加

赚钱的行业。我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坚持我的为人处

世之道。

记者：不久前，您还接手了一所民办大学……

俞敏洪：那纯粹是个人理想，和新东方还真没关

系。民办大学要往里面投入，而不能往外拿钱。我最

大的愿望就是拥有一所小型的私立大学，看着学生在

里面健康成长。

记者：为什么会萌发这个念头？

俞敏洪：我对教育学生天生具有热情。看着孩

子们不断成长，最终考取名牌大学是一件幸福的事

情。一般在高中受到过各方面禁锢的学生，进到大

学后加以引导，他们有了独立的个性和思想，蜕变

成一个完整的人走向社会，那是一件迷人的事情。

这就是我办大学的理由。讲什么课我自己决定，请

什么样的老师我自己决定，学生应该往哪个方向努

力我自己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批人的

命运。

记者：这所学校将如何运作？

俞敏洪：中国的民办大学既想用学费维持运营，

还要有盈利，这意味着不管怎样节约，学生都不可能

受到良好的教育。因为你就那点儿钱，怎么请来好老

师？富翁办大学，目的要纯粹，只允许捐款，当公益项

目和社会责任来做。

我会要求我的企业家朋友认领学生，不仅要负担

全部费用，还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负责思想和

精神的培养。我也会用做新东方积累的声望和资源，

请来顶尖的老师。

记者：会达到你认为的理想状态吗？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的大环境只会越变越好，这

是一个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希望过上更加幸福生活

的要求。虽然会有一个过程，社会最终会变得更加公

平、透明，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也会更加让人接

受。所以我相信，国家未来的 10 年、20 年，将是一个

更加发达的时期。

——对话俞敏洪——
办一所非盈利的私立大学

就读于陕西省榆林市巴拉素镇中心小学

的燕晓宁有一双清澈透亮的大眼睛，但不知从

何时起，她开始看不清黑板，成绩下滑。直到

验光师把左右各225度的近视眼镜戴在她鼻梁

上时，她先是一愣，随后开心笑了。她说：“从

不知道还能看得那么清楚，感觉好着呢！”

自 2012年起，由中国科学院和美国斯坦

福大学倡导组织的“农村教育行动计划”在

中国贫困农村开展了一项名为“保护视力、

提高成绩”的项目。记者近日随项目组走访

了陕西榆林的数所乡村小学，发现农村儿童

近视问题已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学习和心理

健康，但这一现象并没得到足够重视，老师

和家长对近视问题的认知存在很多误区。

农村儿童近视问题重视不够
12 岁的康泽雄是陕西榆林横山县龙洋

凯静小学五年级学生，父母外出打工，他和

大 6 岁的哥哥由奶奶照顾。由于视力不好，

康泽雄看不清黑板，上课总是走神，各科成

绩一直在及格线边缘徘徊。

康泽雄班上有 52个同学，没有一个戴眼

镜。班主任陈慧玲估计，班上有四五个孩子

眼睛不太好。但项目组现场进行的视力筛

查和验光结果令她大为吃惊：24个学生视力

在 0.5以下，其中 2人被诊断为弱视。

“我们发现在近视学生当中，有24％的学

生视力严重偏低。比这一数字更令人担心的

是，只有七分之一的近视学生配戴眼镜，而且

这些眼镜有的质量很差，有的配镜处方错误。

在广大中国农村地区，视力保健服务远远不

够。”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康南说。

巴拉素镇中心小学校长刘永胜坦言，如

果不是项目组为学生做义务视力检查、免费

给近视学生配发眼镜，许多学生家长就算知

道孩子眼睛不好，还是舍不得花钱去配眼镜。

在陕西靖边县中山涧九年制学校，项目

组给 12 个近视学生免费配发了眼镜。戴上

眼镜的罗婷婷显得有些羞涩，当记者称赞她

看上去很“酷”时，婷婷红扑扑的脸蛋笑得很

甜。“以前妈妈不让我戴眼镜，怕同学笑话我

‘四眼妹’，今天戴上感觉好着呢。”

走出农村娃的近视误区
在走访农村小学时记者发现，许多老

师、家长对孩子近视问题以及配镜与否都存

在疑问，甚至认知有许多误区。参与项目的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专家给出正解：

误区一：农村娃视力都好

“我们农村娃娃天天看绿树蓝天白云，

所以眼睛都好，近视的少。”龙洋凯静小学校

长王东的观点得到很多家长的呼应。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防盲项目总监肖

柏香表示，农村儿童的平均近视发生率的确比

城市儿童低，“但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孩子近视

问题不严重，目前农村儿童近视率正呈上升趋

势，如果不引起足够重视，中考年龄段农村儿

童的近视发生率将和城市儿童趋近。”

误区二：戴眼镜视力会越来越差

在采访中，当记者问到几位家长如果近视

影响到孩子成绩，他们是否会让孩子戴眼

镜。他们中多数回答是否定的，认为戴上眼

镜就摘不下来了，而且度数会加深。

对此，肖柏香说：“儿童的眼睛处于视力发

育的敏感期，长时间不能得到清晰的视觉信号

刺激，不戴眼镜还可能造成弱视等严重后果。

实际上，戴眼镜是矫正近视的最有效方法。”

误区三：眼保健操能治疗近视

患了近视应该怎么办？——当记者把

这个问题抛给乡村小学的孩子们时，许多孩

子都回答：多做眼保健操。

肖柏香说，事实上，目前并没有科学研

究表明眼保健操和治疗近视之间的相关

性。眼保健操对于缓解眼疲劳、预防近视有

一定的作用，但对矫正近视没有效果。

多措并举 呵护农村娃的眼睛
在陕西靖边县中山涧九年制学校，陕西

师范大学的志愿者胡霞用一段视频和一本

漫画故事为孩子们做视力保健培训，告诉他

们如何爱护眼睛、患了近视应该怎么做。

视力检查是近视防控最基础、最重要的

一环。但在广大农村地区，视力保健服务缺

位、质量不高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调研结果显示，陕西和甘肃两省，平均

每个县医院只有一名眼科医生，平均每个县

只有 4家私人眼镜店。许多村卫生所或乡镇

卫生院没有相关的视力检查服务。

“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学生的视力健

康，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屈小博说。

专家学者建议，政府应增加财政投入，

把包括视力保健在内的农村学生健康、营养

等问题纳入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体系。同时，

把视力检查列入教育督导和各类考核指标

体系，推动学校更好地普及视力保健科学知

识，真正做到预防、筛查、治疗三位一体。

通过开展项目，榆林市也充分认识到农

村学生视力健康问题的重要性，计划下一步

在全市中小学范围内开展对家长、学生的视

力健康教育活动，加强对学生近视危害的宣

传工作，让所有学校、老师和家长都关注孩

子的视力健康，每学期给学生进行一次视力

检查，探索出一套解决农村地区学生视力保

护的长效方法。 （谭晶晶）

西北农村儿童近视问题实地调查：谁来拯救农村娃的视力？

①2004 年，俞敏
洪在杭州举办万人
公益演讲。

②90 年代初期，
俞敏洪在位于北京
中关村的新东方学
校给学生讲课。

③2004 年 9 月，
俞敏洪向贵州毕节
地区捐资100万元设
立“毕节奖学金”，同
时开展“教育扶贫工
程”。这是俞敏洪与
当地小朋友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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