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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很有
名的话。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一
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在思维
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
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恩格斯这段话对我们当今的人才
培养非常有启发。我们现在一般是提
要培养“拔尖人才”，对“拔尖人
才”一般的理解是指在专业的知识和
技能方面拔尖。在大学教育中，我们
往往只重视知识的灌输、技能的训
练，而忽视心灵的教化和人格的培
养，我们不注重引导青年去寻求人生
的意义和价值，古典课程、人文课
程、艺术课程受歧视、受排挤，人的
创造力、想象力被压抑，人的同情
心、道德感、审美感得不到启迪。而
恩格斯的“巨人”的概念，首先是说

“ 思 维 能 力 ”， 接 着 说 “ 热 情 和 性
格”，接着说“多才多艺和学识渊
博”，这就使我们的眼光从专业知识
和技能的遮蔽中解放出来。从专业知
识和技能来说，美育、人文艺术教育
的直接帮助好像不明显，但从思维能
力方面，从热情和性格方面以及从多
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来说，这正是
美育、人文艺术教育的独特功能，这
是从孔子一直到蔡元培所一贯强调
的。

我们现在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和文艺复兴的
时代有某种相似的地方，我们这个时
代也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
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呼唤思想，呼唤理
论，呼唤学术高峰，呼唤学术巨人，
呼唤“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
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大学者、大思
想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我想，
这正是我们的大学的历史使命。我们
的大学要出新思想，出新理论，出学
术巨人，出大思想家、大艺术家、大
科学家。

我们要通过人文艺术教育和科学
教育，要通过在我们的大学中营造浓
厚的文化氛围、艺术氛围、科学氛
围，培养我们的大学生在思维能力方
面，在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
和学识渊博方面，普遍具备优良的素
质。中外的教育史都证明，一所大学
如果十分重视美育和人文艺术教育，
那么它所培育出来的学生总是更富有
活力，更富有创造力，更富有进取精
神，具有更开阔的胸襟和眼界，具有
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具有更健康的人
格和更高远的人生境界。着眼于我们
国家和民族的现在和未来，我们需要
培养这样的人才。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人文艺术教
育和科学教育，作为普及教育和素质
教育，正是为培养时代所需要的巨人
提供土壤，提供精神、性格、胸襟、
学养等方面的基础条件，正是在这种
普及的人文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的基
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培养产生时代所
需要的巨人。这包括培养大艺术家、
艺术理论大家和艺术批评大家。培养
大艺术家、艺术理论大家、艺术批评
大家，不能只局限于增长专业知识
和 技 能 。 大 艺 术 家 、 艺 术 理 论 大
家、艺术批评大家，要有高远的精
神追求，要有高尚的人格修养，要
有广阔平和的胸襟，要有丰富的文
学、艺术、哲学、历史的学养，要
有深厚的艺术感和理论感，要有深
厚的人生感和历史感。他们追求人
生的神圣价值。正是这种追求，使
他 们 生 发 出 无 限 的 生 命 力 和 创 造
力。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巨人。

我们的时代是需要巨人并且产生
巨人的时代。这是大学的重要使命。
这一点，我们过去不怎么提，现在应
该明确地、突出地提出来。

与此同时，时代要求我们的教育
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的媒介，推动
优质教学资源的社会共享。我们的美
育和艺术教育也应该体现这种“互联
网+”时代的要求。我们学校现在正
在策划和制作一个系列的“人文艺术
网络共享课”，第一阶段开设四门
课：昆曲经典艺术欣赏、伟大的《红
楼梦》、敦煌的艺术、世界著名博物
馆的艺术经典。

这种新型的人文艺术通识课面向
各种学科门类的大学生，在传播基础
性的知识的同时，要有一定的学术
性、思想性，要传播新的知识，要有
新鲜感，要体现学术的深度，融入学
科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要传播
健康、高雅、纯正的趣味和格调，引
导大学生有一种高远的精神追求，引
导大学生去追求一种更有意义、更有
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这是我们贯
彻中央精神的一种尝试，也是回应时
代呼唤的一种尝试。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资深教授，原载《光明日报》，有删改）

大学当
培养巨人

叶朗

岁末年初，各类考试集中
登场，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最
近试题出错问题屡屡被曝光：
南京新教师招聘笔试出现大面
积 重 题 ， 令 人 愕 然 ； 而 两 则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
试试卷出错的新闻，更是让人
感到不可思议。

重大考试接连被爆出试题出
错，实属罕见。准确无误是一切
考试命题的底线要求，倘若这一
底线失守，考试的严肃性、权威
性就失去了根基，何谈公信力？
在当下的教育环境中，考试是衡
量学生或其他参加考试人员知识
掌握情况、专业素质能力的主渠
道，是各级各类人才选拔的关键

路径，直接关乎考生的学业前
途、职业发展乃至人生命运，岂
能儿戏？即便是学校内部举行的
一次平常测验，试题出错都难免
引发师生非议，而新教师招聘、
研究生招录这等规模、规格的考
试居然试题出错，在教育界引发
巨大舆情震荡，招致一片批评责
难之声，实在不足为奇。

问题被曝光后，当事教育部
门、学校迅速核实情况，向考生
和公众道歉，并采取了重考等补
救措施，这是题中应有之义。但
如果事后处理仅止于此，显然远
远不够。正如不少考生和教育界
人士呼吁的那样，“必须有人为
试题出错埋单”，事后追责、事
后反思必不可少。

一 场 考 试 ， 命 题 、 审 核 、
印制、保管、运送、发放等环
节均应层层把关，尤其是大型
考 试 ，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不 容 有
失。出现试题出错这种严重事
故，可见其中一些环节存在重

大疏漏，甚至形同虚设。以南
京新教师招聘考试为例，根据
媒体的报道，英语试卷大量题
目照搬 2016 年江苏省内三所学
校的高考模拟题，涉及分值 55
分，占总卷面分的一半以上；
而在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中，中国传媒大学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试卷“一道 25 分的题目
要求翻译文言文并分析划线部
分 ， 但 卷 面 上 并 没 有 标 注 划
线”；而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地 球 科 学 学 院 在 研 究 生 考 试
中，试题错得更加离谱，《普通
地 质 学》 科 目 考 试 竟 使 用 了
2015 年的试卷⋯⋯

不难发现，只要考试命题
的各个环节把关到位，这些低
级错误完全可以避免，但它们
最终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考场
上。毋庸讳言，命题机构和命
题人难辞其咎，事故暴露出其
专业素养的不足和责任心的缺
失。各教育机构尤其是招考部

门应引以为戒，在考试命题过程
中深耕细作，从细微之处着手，
严防任何纰漏和错误，维护考试
的严肃性。当然，这不只是命题
机构和命题人的责任，与之相
对，考生是维护考试严肃性的另
一个责任主体。诚信考试、拒绝
作弊是对考生的底线要求，但在
现实中，却出现了比作弊性质更
加恶劣的情况：代考。最近有媒
体记者卧底多所高校“代课代
考”QQ 群，并成功参与了替
考，整个过程非常简单。在一些
地方高校，代考已经形成了产业
链，明码标价，“一手交易一手
付款”。

与试题出错相比，代考现
象更为常见也更为隐蔽，近几
年媒体多有报道。由于代考多
出 现 在 高 校 内 部 的 常 规 考 试
中，其危害性一直没能得到足
够重视。而只要不是大型公开
性、选拔性考试，一些高校管
理者出于各种考虑，选择“睁

一眼闭一眼”。岂不知“千里之
堤毁于蚁穴”，倘若学生平时把
考 试 当 儿 戏 ， 又 如 何 养 成 严
谨、求实的学风？最近，东北
大学一位博士生被爆出论文大
面积抄袭，这类事例近几年多
有曝光，引发各界对高校学风
和研究生专业素养的担忧，影
响高校自身形象不说，甚至会
波 及 公 众 对 教 育 的 信 任 和 信
心，这绝非危言耸听。

考试的严肃性直接关系到
人才选拔的权威性、公正性，
乃至关乎教育公信力。仅仅停
留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
旧有应对模式肯定远远不够，
而应当从认真对待每一次考试
做起，全面整饬学风、教风、
校风。就像那位期末给全班学
生一一用诗写评语的扬州初中
语文教师，如果教育工作者都
能从涓滴做起，从细节做起，
带着使命感和责任感做教育，
则教育幸甚。

考试岂能儿戏？
杨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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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传回应硕士入学考试考
题出错：10分计入总成绩

高校处分裸睡学生？女老师
到男生宿舍检查，多尴尬？

北京市教委最新回应：安装
空气净化设备已部署试点

30 省份公布高考改革方
案 6地今年启动改革

郑州一幼儿园20多个孩子
常被殴打 还被“脱衣示众”

《中小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发布

北京教育机构扎堆变身全
托幼儿园 监管存空白

英语水平将有统一度量衡
实现不同学习成果互认

十余学生读护理专业无法
报考护士执业资格证

教育部：实行直属高校建
设工程管理审计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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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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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连日来，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地遭遇持续“霾伏”。强雾霾天到底该不该送孩子去
学校？这让许多家长左右为难，有人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能在防霾治霾具体措施上优先考虑孩子，作出统一安排。北京市教
委日前表示，已部署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设备试点工作。雾霾，正在真真切切地影响着学校教学。

应对“霾伏”成教育新课题

雾霾之下，校园里学生的身
体健康成为家长的心头要事。
日前有家长以国博新风系统保
证室内空气可达优良为例，呼吁
官方为校园安装新风系统。

在短时间内雾霾无法得到
根治的情况下，安装防霾设
施，或许是保障中小学生健康
最有效的办法。

应看到，每个中小学生
都有权也应该呼吸清新的空
气，因为身体的强健才是中

小学生知识与人格训练的基
础 。 正 是 因 为 雾 霾 屡 屡 袭
城，所以也才有了近期网上
流传的 《关于呼吁北京市教
委 统 一 安 装 新 风 系 统 的 提
议》 的呼吁书，部分家长向
北京教委表达诉求，寻求学
校统一安装新风系统的解决
方案。舐犊之情，跃然纸上。

日前，北京市教委已部署
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
设备试点工作，要求各区充分

听取专家意见，积极稳妥、有
序推进，市级财政将给予补
贴。各区正陆续组织开展试点
工作，严格开展质量追踪和运
行监测。在数据收集、效果分
析、专家论证和科学研判基础
上，研究切实可行的方案，加
快推进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
气净化设备工作。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根
据西方发达国家治理雾霾要经
过数十年的经验，我国治理雾

霾，或许也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所以，基于中小学生健康
成长，为中小学配置防霾设
施，就是最符合现实的做法，
也应该成为学校标配。

现在，北京部分区已经在
校园试点新风系统，这已经走
出重要一步。虽然各区会因为
预算编制、教室改造情况不
同，而步履不一，但既然北京
市教委已经表态“将加快推进
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空气净化

设备”，所有中小学配置防霾
设施，已经是可期的未来。

当然，不唯北京，于各地
中小学生而言，雾霾都是不能
承受之痛，每一个中小学生，
都有享受呼吸新鲜空气的权
利。为中小学生身体健康计，
各地教育部门也应积极行动，
制定相关方案，为有需求的中
小学统一配置防霾设施。

（作者承章，原载 《新京
报》，有删改）

防霾设施当成学校标配

停不停课让学校自主决
定，教育行政部门有着自己的

“良苦用心”。济南东西跨度
大，虽说不上“十里不同天”，但
也终究各有各的具体情况，一
刀切肯定不合理，把权力下放
给校长是最科学的决策。然
而，对于过惯了“上级”决策、

“下级”执行日子的校长来讲，
这个“自主权”成了烫手的山
芋。于是，很多学校开始观望：
只要有停的咱就停，大家不停

咱也不停。
不知是偶然还是冥冥之中

就安排好的。近日，全市中小
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工作会议召
开，校长取消行政级别。校长
虽然摘了“官帽”，但手里的办
学自主权更大了，享有提名副
校长、聘任中层干部、教师职称
评聘等各项“大权”，当然“停不
停课”也在校长说了算的范围。

面对雾霾，我们也许只能
坐等风来，但停不停课直接影

响到孩子们的健康，校长们不
再坐等上级的“一纸命令”。当
天，市区部分学校陆陆续续“看
天”作出了停课的决定，并做好
停课带来的后续问题。

挥手告别 2016 年，但雾霾
没有和我们作别，关于停不停
课的“考试”还在继续。最近几
天，雾霾较严重，微信朋友圈里
的家长们又开始坐立不安了：
明天会停课吗？

有 了 第 一 次 停 课 的“ 试

水”，面对这一次雾霾，校长们
的胆子大了起来。有的直接当
起了“小白鼠”，查看学区范围
内的能见度，观测 PM2.5 的数
值，判断准确后立马“拍板”，作
出停课的决定。当然，停课的
学校也是“停课不停学”，除了
布置作业等传统手段外，有的
学校通过 QQ 等交流工具在网
上开起了课，有的还玩起了“空
中课堂”。总之，为了不让学生

“放羊”，学校也是蛮拼的。

雾霾之下，校长的教育管
理、办学能力都在被考验。校
长摘个官帽容易，但要去掉长
期形成的“行政依赖”和“行政
思维”，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如何
真正把权力下放给校长，让他
们 毫 无 后 顾 之 忧 地“ 当 家 做
主”，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课
题。

（作者尹萍，原载《济南日
报》，有删改）

当校长“摘官帽”撞上雾霾天

最近有媒体记者调查发现，当下不少
中小学生爱玩手机游戏，除了消遣之外，
更大程度上是为了和同学、朋友之间找到
共同话题，“正如以前，孩子们社交的方
式是跳绳、跳皮筋、聊天，只是换了一种
方式，而这种方式本身并不能受到大众的
肯定罢了。”有学校负责人表示，虽然原
则上不允许学生带手机，但是鉴于走读学
生有时候需要与家长联系，因此并不能彻
底禁止手机。也有老师坦言，对于那些想
要玩游戏，或者为游戏充值的孩子，单纯
依靠父母、老师的禁令显然难以奏效。

共同话题

王铎 绘

治理雾霾需要打持久战，这已经成
为各方共识。在空气质量短期无法彻底
改善的情况下，广大家长提出的让孩子
在雾霾天也能正常上课的诉求合情合
理，雾霾严重的地方应该多动动脑筋，拿
出能让各方满意的办法。

孩子是祖国的花朵、国家的未来，是
最被大众关心的群体。实现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民
主、文明，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
力，尤其需要年轻一代的接续拼搏。因
此，呵护青少年茁壮成长为接班人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每一个孩子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在
防霾治霾问题上优先考虑孩子，不仅能
让家长感受到温暖，也能让全社会感受
到政府积极作为、普济民生的善意。

优先照顾孩子的具体方法有很多，
诸如开设网校让孩子停课不停学等。一
些家长提出由政府出面筹措资金统一为
学校安装新风系统。这也不失为一个可
行的方案。安装新风系统的成本并不算
高，应在相关各方可承受范围内。而且
从一些博物馆实际使用效果看，新风系
统确实能有效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诚然，给学校安装新风系统等解决方
案是创新举措，相关资金使用程序严格、政
府采购审批较严等现实因素不易突破。但
雾霾形势严峻，相关方面应当敢于担当、勇
于作为，在一切为了孩子的大原则下不妨

“特事特办”，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朱峰，原载新华网，有删改）

“霾伏”中要为
孩子多想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