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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考入刑不仅仅要明确
替考者的刑事责任， 更要明
确组织作弊者及其他帮助作
弊者等人的刑事责任， 并根
据行为性质的轻重制定不同
的量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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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考入刑”是打击舞弊正策

■方芳

今年高考当天， 在江西南昌发
生的大规模有组织替考事件被媒体
曝光， 引起舆论哗然。 日前， 因此
次替考事件被开除学籍的一名大学
生“枪手” 致电 《南方都市报》，
表示了对自己行为的懊悔， 同时赞
同替考罪应入刑， 以此遏制替考行
为。 从2008年的甘肃天水替考案，
到2014年的河南杞县替考案， 再到
今年江西替考案， 大规模、 有组织
的替考行为屡禁不止， 替考入刑的
呼声越来越大。

替考行为， 其实不仅仅是“雇
主” 和“枪手” 个人的失信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它侵犯了其他所有正
常参加考试学生的合法权益， 特别
是像高考这样对学生的受教育权、
就业权等产生重大影响的考试， 替
考行为打破了原来考试的公平性，
严重影响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
目前， 我国针对替考行为的处理依

据主要是教育部2004年发布的 《国家
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根据该办
法的规定， 组织团伙作弊， 以及由他
人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 教
育考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严肃
处理直至开除学籍或予以解聘， 或者
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同时给予
当事人暂停参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1
至3年的处理。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 我国目前
对替考行为的处理明显偏轻， 一个人
的作弊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其他所有
学生的利益， 影响到整个考试的公平
性， 最后的处理结果却仅仅是开除或
取消考试资格。 如此低的犯罪成本导
致一些学生“枪手” 和一些职能部门
的公职人员为了经济利益多次以身试
法。 尽管我国法律也规定了作弊行为
构成犯罪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但我国目前刑法中并没有专门针
对替考的罪名。

在以往的判例中， 如果替考者
通过伪造证件， 瞒过监考老师审查
进行替考， 司法机关可以以伪造居
民身份证罪定罪。 但对于明目张胆
地拿着雇主的身份证和准考证直接
进场的替考， 却因刑法中没有明确
罪名而无法定罪。 在越来越多的要
求替考入刑、 严惩作弊者的呼声中，
笔者认为， 替考行为应当上升到刑
法高度来惩戒， 但如何入刑值得我
们深入思考。

替考入刑不仅仅是说替考者本人
入刑， 更为关键的是对替考产业链上

的每一个环节如何规制和处罚。 从目
前曝光的几起高考舞弊案来看， 大多
是有组织、 有规模的作弊行为。 作弊
的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 集团化、 链
条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参与者动辄
十几人、 几十人， 并分工明确、 环环
相扣。 正是这些人基于各自私利组成
了利益链条， 形成了作弊组织， 才导
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敢于冒险替考， 越
来越多的人敢于花钱雇人考试。 所
以， 替考入刑不仅仅要明确替考者的
刑事责任， 更要明确组织作弊者及其
他帮助作弊者等人的刑事责任， 并根
据行为性质的轻重制定不同的量刑标
准。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6月24日刚
刚经过全国人大二次审议的 《刑法修
正案 （九）》 （草案） 中就增加了组
织考试作弊等犯罪。 根据该草案的规
定， 凡是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有组
织考生作弊的， 为他人提供作弊器材
的， 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试题、
答案的， 以及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
替自己参加考试等破坏考试秩序的行
为， 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处罚。
立法初衷即是针对当前社会诚信缺
失、 社会危害严重的实际情况， 充分
发挥刑法对公民行为价值取向的引领
作用。 该草案如能早日公布实施， 将
通过打击替考作弊行为， 还考试一个
公平公正的环境， 实现教育的真正公
平。

（作者系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

课堂够味了 学生才爱听
据媒体报道， 如今的大学校园就活跃着一群替课族， 提供从上课、 点

名到做笔记、 交作业的“一条龙” 服务， 帮助逃课的学生解决后顾之忧。
随机的抽样调查显示， 52.09%的大学生表示身边有替课现象， 46.56%大学
生有替课经历。

数据固然令人惊讶， 但大学生为什么愿意自掏腰包找人替课呢？ 调查
进一步发现， “与实习或课外实践相冲突”、 “课程枯燥或者对课程不感
兴趣” 是两大主要原因。 在一些大学生眼里， 大学课堂多半是简单枯燥的
理论讲授， 与社会实践脱节， 缺乏含金量。 相比之下， 课堂外面的世界更
值得他们去发现和探索。

不管理由如何充分， 找人替课毕竟是一种弄虚作假的行为， 理应受到
谴责。 与此同时， 教育工作者是不是应该反思， 为什么大学课堂魅力不再
了？ 要想让课堂不再走形式， 真正变成大学生思想交锋和学习新知的平
台， 看来还得从改革课堂教学入手， 如课堂上多一些互动， 多一些现实问
题的探讨。 当课堂够“味” 了， 学生自然也爱听了。

焦以璇 文 薛红伟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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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绝“牵绳遛孩子”
政府须出手
■李爱铭

家庭作坊式的“托儿所”里，三五个
孩子被“圈养”在民房中，进行户外活动
时被拴着绳子———发生在西北地区某城
市居民小区内的此情此景， 一经媒体曝
光， 不仅引发人们对这些幼儿境遇的关
心，更引发对学前教育供需矛盾、民间力
量办学与政府监管等一系列问题的关
切。

有人把这些小作坊式的民间托幼机
构的出现，视为“入园难、入园贵”的结
果，并据此提出“政府资源配置不足、监
管不力”的责难。坦率地讲，这种推理有
点简单粗暴。 托幼需求旺盛而新的服务
形态不断产生， 确实折射出当前我国学
前教育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随着人口出
生高峰的到来， 各地学龄幼儿涌入托儿
所、幼儿园，学前教育面临巨大压力。近
年来， 全国部分地区的在园人数高峰时
甚至达到入园人数低谷时期的三倍。不
过， 不少地方政府已提前按计生部门预
测的人口出生规模改扩建幼儿园， 并不
断增加投入，提高办园水平。统计结果表
明，“十二五”期间，在入园人数持续增长
的背景下， 各省市毛入园率仍有较大幅
度提高， 显示出政府在学前教育服务方
面的履职力度。

不过，饶是如此，不少家长仍感觉入
园难。客观上说，幼儿园增建与需求的增
速相比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公办资源的
标准化供给与日益多元的民众需求难以匹
配，则成为入园矛盾的重要因素。海归人士
希望幼儿园提供国际视野教育并愿意高额
付费， 大城市的家长们希望孩子能进老牌
名园， 城市务工人员希望随迁子女有个安
全但低价的托管去处， 偏远乡村的家长则
希望孩子不跑那么远的路……旺盛但参差
不齐的学前教育需求， 呼唤差异化的市场
供给，并催生多元的服务形态。

民办托幼机构既有实力雄厚的高档
幼儿园， 也有应物美价廉需求而生的家
庭作坊式托幼机构。但是，部分机构打擦
边球游走在监管之外， 导致“牵绳遛孩
子”现象的产生，进而引发争议：学前教
育作为政府公共服务，政府责任何在？与
义务教育不同， 学前教育与高等教育性
质类似， 在多数国家都属于“准公共服
务”，属于家长自愿选择并分担成本的一
种教育服务，本身存在层次差异。即便是
公益性的准公共服务， 也无法实现一刀
切式的公平———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
只能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无
法一步到位实现全纳。

既要满足入园需求， 又要保障托幼
质量，政府不仅需要扩容公共资源，而且
要利用好市场力量。笔者建议，政府通过
健全补贴机制， 可确保处于收入低端的
群体也能有公平的入园、 入托机会。同
时，向符合条件的民办幼儿园购买学位，
解决部分地区幼儿就近入园需求。再次，
实施动态的分类管理， 确保各层次托幼
机构质量。 如针对城市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等群体庞大的入园需求， 上海近年来
按民办三级园标准， 对已存在的民间托
幼机构纳入监管与扶持。 而针对家庭作
坊式的托幼机构则需要制订“看护点”标
准，进行规范管理。此举既让更多孩子得
到看护，又整体提升了学前教育水准，避
免“牵绳遛孩子”等问题出现。

（作者系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所助理
研究员）

教师的道义责任：文明社会重要支点

■张圣华

关于教师的一些负面报道， 令大
家产生一些焦虑。 公众潜意识里对教
师群体一直以来的信任或道德依赖遭
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教师是社会的
道德堤坝， 如果教师的道德水平长期
纠缠于底线上下， 我们有理由对未来
社会的文明状况担忧。 我们极有必要
对当今教师所承担的道义责任进一步
打磨、擦亮，进而涵养之、光大之，使之
成为中国社会强有力的正能量源泉。

去年教师节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北师大并作重要讲话， 号召广大
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扎
实学识和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这对优秀教师的素养内涵给予了新的
界定， 对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
新的要求。 我们需要不断深入学习领
会，为好老师的培养添砖加瓦。

教师对下一代道义责任的
自觉度越高， 社会文明也就越
发达

“四有”中的“三有”，都指向教师
人格魅力、 道德精神素养。 这启示我

们， 好老师的第一品格是对理想的追
求、道德的坚守、仁爱的拥抱。一段时
间以来，我们对教师的理解从“圣人”
跌到“俗人”，把教师岗位等同于一般
性的谋生职业。其结果，教师道德的自
我期许也和社会其他领域一样， 不断
降低， 甚至越过底线。 近年来，“范跑
跑”少了，但一些把教学当娱乐、把学
校当秀场甚至师生互殴的事件， 仍时
有所闻。这一方面是部分家长、学生不
把教师当教师，引发家校、师生关系不
协调， 另一方面也是教师群体在道德
标尺上滑坡造成的某种反弹。

在现代社会， 所有领域都不同程
度地被祛魅，教师当然也不再是“天地
君亲师”的“师”，而成了所谓的“平等
中的首席”。但师生平等并不意味着教
师道德素养的庸俗。 无论时代如何变
化，只要师生之间还是一种教育关系，
而不是买卖关系， 教师对学生精神成
长、 道德发展就负有相当的责任。“国
将兴，必贵师重傅”。一个社会、一个民
族， 教师或相当于教师角色的人对下
一代的道义责任自觉度越高， 其文明
也必将越发达；相反，其社会很可能价
值颠倒、黑白混淆。

重拾教师的道德责任， 重视教师
的信念、 精神培育， 是时代的必然要
求。 我们民族历来重视教师的道义责
任。《礼记》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什么叫师严？“大学之礼， 虽诏于天子
无北面， 所以尊师也。” 也就是作为
“道”的化身的“师”，是可以与天子分
庭抗礼的。 这需要多么强大的精神人
格！所以推崇师道的韩愈就说：“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弘道传道是教
师的第一责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教
师的第一使命， 是要影响学生的精神
成长、道德养成，是要把优秀文化精神
的火种播撒到孩子的心里。可惜，在一
些唯“新”是从的人看来，“师道尊严”
是封建垃圾，“传道解惑” 竟成了灌输
知识的代名词， 他们把教师的精神使
命批得体无完肤。 今天学校教育出现
精神荒芜的现象，与此不无关系。苏霍
姆林斯基说：学校是人民精神的圣地。
如果教师在思想、精神上被侏儒化了，
学校还能成为社区、 社会的文明高地
吗？今日教育的一个迫切任务，是让教
师在思想、精神上重新强大起来，并对
自身承担的精神责任有深刻的自觉。

对于人生大境界、“大人”
哲学，虽不能至，但至少应保留
一份敬意

当然，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不可
能用过去的眼光要求今天的教师，教
师职业也难以像过去一样笼罩着神圣
光环。红烛精神的单向输出式奉献，对
年轻教师已没有多少吸引力。 教师的
自我意识也似学生个性一样逐渐张扬
起来。的确，没有一个个强大的个体，
又如何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 欲兴一
国之魂，必先一个一个地立人。但是，
小我的独立、张扬，不应以牺牲大我的
利益、规则、精神为前提。

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 都有
实现自我的冲动和权利， 不过实现小
我的过程应与成就大我融通起来。尤
其是教师，在有了生存保障、个人需求
得到基本满足之后， 精神境界要尽快

从小我的小圈子里挣脱出来，开阔胸襟，
提升境界， 把一己的斤斤计较升华为对
人类精神文明的欣赏、拥抱。岳阳楼上镌
刻着一副对联：“四面湖山归眼底， 万家
忧乐到心头。” 一个有仁爱之心的好老
师，需要这样的人生大境界。

北宋理学家张载说， 士人的崇高责
任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
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大人”哲
学在今天似乎已不合时宜。一些人认为，
一个人是选择为自己活， 还是在为自己
活着的同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两者
并无价值高低之分。 这是典型的犬儒主
义。不管是乐于奉献还是自私自利，是光
明磊落还是蝇营狗苟，其人生价值如果都
是一样的话，那么道德人格、社会舆论还
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正如人的精神有丰
富、贫乏之不同，人生道路、道德义务的选
择也有境界高低、价值多寡之别。作为学
生人生引路人的教师，对于“大人”哲学，
对于人生大境界，虽不能至，但也应心向
往之，至少留存一份敬意，或许自己的人
生追求就会更纯粹、更有趣味一些。

一位好老师的快乐、 幸福，
要遵从自然、必需的原则，而不
能沉溺于无尽的欲望中

好老师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过去，
我们一些人形成了一个刻板印象， 教师
就是红烛，“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
泪始干”，除了付出还是付出。这样的人
生当然很难说是幸福的。 以前媒体报道
的一些教师典型， 虽然赢得了学生的尊
敬，但个人健康、家庭生活等往往都不太
好，甚至有点惨，读者感叹这样的“楷模”
学不来！的确，一个老师如果不能有尊严

地活着， 他如何有力量带给学生有尊严
的梦想！

在开放的社会， 人人都有追求幸福
的权利， 老师也不例外。 随着经济的发
展， 许多老师已经摆脱过往那种窘促的
生活困境，小康生活已不是梦想。但随之
一个问题产生了：老师真的幸福了吗？或
者说，他们过上了幸福的教育生活了吗？
幸福不简单是一个物质满足的问题，而
常常与欲望相关。 在解决了基本的生活
保障之后，幸福的有无、大小，关键在于
人的精神追求。恰恰在这一点上，有的人
迷失了方向。 一些教师演变为学生的老
板，个别学生把师生关系看成雇佣关系，
原因主要在于人的物质欲望膨胀。

一个人选择做教师， 虽然不能说是
选择了清贫，但至少是与财富远离的。这
就要求老师对自身的追求、 欲望要有清
醒的认识和节制。 听一听古希腊大哲伊
壁鸠鲁的建议或许不为无益。 伊壁鸠鲁
把人的欲望分为三类： 第一类既是自然
的， 也是必需的； 第二类是自然但不是
必需的； 第三类则既不是自然的， 也不
是必需的。 一般来说， 必需的欲望不需
要什么力气或代价就可以满足， 符合本
性的欲望需要一定努力， 也很容易满
足。 可是， “想象出来的欲望则是无边
无界， 无穷无尽的”。 一位好老师的快
乐、 幸福， 要遵从自然、 必需的原则，
而不能沉溺于无穷无尽的欲望之中。 孟
子说，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为人生三大
乐事之一。 如果一位教师以培养出胜过
自己的学生为傲， 以赢得学生的尊敬乃
至爱戴为荣，那么他的精神就是纯粹的，
就不难获得人生的幸福。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副总编辑）

深度评论■■
■■

■■
■■

■■

如果教师在思想、 精神上
被侏儒化了， 学校还能成为社
区、 社会的文明高地吗？ 今日
教育的一个迫切任务， 是让教
师在思想、 精神上重新强大起
来， 并对自身承担的精神责任
有深刻的自觉。

蒲公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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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招聘干部启事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简称 “厦大附中”） 是漳州

开发区与厦门大学联合创办于2008年的公办完中。 地处厦
门大学漳州校区， 与厦大本部隔海相望。 现有58个班级、
在校学生2500人。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 现面向全国公开招
聘副校长、 校长助理各1人。

一一、、 报报名名条条件件

（一） 副校长
1.省一级达标学校、 省示范高中现职教师， 全日制本

科以上学历， 中学高级教师以上职称。 担任设区市以上教
育主管部门直属公办中学副校长2年以上， 年龄45周岁以
下 （1970年7月1日以后出生）。

2.教学能力强， 教育管理业务熟练， 工作业绩突出。

近5年年度考核至少有一次 “优秀”。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 ①获得省级以上 （含省级） 荣誉称号， 包括特级教
师 、 模范教师 、 优秀教师 、 优秀班主任 （德育工作者 ）
等。 ②个人业务竞赛取得优异成绩。 获得包括省级以上
（含省级 ） 教育主管部门及其附属教研机构组织评选的
“教坛新星”， 综合技能大赛、 课堂教学比赛等正规现场比
赛二等奖以上奖项。

（二） 校长助理
1.省一级达标学校、 省示范高中现职教师， 全日制本

科以上学历， 中学一级教师以上职称。 担任设区市以上教
育主管部门直属公办中学中层正职2年以上， 年龄35周岁
以下 （1980年7月1日以后出生）。

2.教学能力强， 教育管理业务较熟练 ， 工作业绩突

出。 近5年年度考核至少有一次 “优秀”。 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 ①获得省级以上 （含省级） 荣誉称号， 包括特级教
师 、 模范教师 、 优秀教师 、 优秀班主任 （德育工作者 ）
等。 ②个人业务竞赛取得优异成绩。 获得包括省级以上
（含省级 ） 教育主管部门及其附属教研机构组织评选的
“教坛新星”， 综合技能大赛、 课堂教学比赛等正规现场比
赛二等奖以上奖项。 ③具有博士学位。

说明： 本次招聘同时面向本校在职教师选拔。 校内选
拔的报名条件见校内公告。 校内外初选入围者均进入同一
平台公开竞聘。

二二、、 招招聘聘安安排排

即日起接受报名， 8月21日截止 （以收到材料日期为

准）。 请将报名表以及学历证书、 教师资格证书、 专业技术
资格证书、 获奖证书、 身份证等证件复印件和有关证明材料
的复印件， 用EMS寄至福建省漳州开发区大径邮政支局厦门
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党总支。 邮编： 363123。 收件人： 张自
科。 不接受电话及网络报名， 所有材料恕不退还。 校内申报
人员直接将材料递交党总支。

招聘考试将根据报名情况随后举行。 校外人选一经录用
即办理正式调动， 将提供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
遇。 详情另行沟通。 报名表格请上http： //www.xiadafz.com
下载。 咨询电话： 18960075718。

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
201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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