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论如何， 北大校长的

献唱是一件“乐”事，至少体

现出一种与民同乐、 极具亲

和力的娱乐精神，虽然“许爷

爷”的流行歌也会跑调，而且

“声线特别”， 但这丝毫不影

响北大学子的一片喝彩。

全国中小学生同上“开

学第一课”

2008

年

9

月

1

日， 中小

学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

18

时

50

分， 在 《我和你》 的

歌声中， 一堂别开生面的课

开场了。 全国

2.2

亿中小学

生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开始

了这不同以往的“开学第一

课”。

“开学第一课” 不为别

的， 只是要给孩子们补上避

险自救的一课。 有人质疑这

“开学第一课” 不过是走马

观花 ， 其效果还应事后调

查； 也有人对于这理应成为

第一课的生命教育给予了高

度的评价， 认为这是可贵的

生命教育； 而更多的人则希

望这仅仅是个开始， 希望感

恩和生命教育能持之以恒，

真正做到“让知识守护生

命”。

教育表情之怒哀

誅

怒

跨省区有组织的高考舞

弊案震撼了教育界。 又一批

责任人被处罚后， 不知道下

一个铤而走险的人会是谁。

“比兔子跑得还快”的

“范跑跑”伤害了绝大多数中

国人的感情， 也让自己成为

众矢之的。

甘肃天水高考舞弊案

5

个考点查出

10

余名

替考者， 甘肃天水的高考舞

弊案震惊全国。

被替考者为高考移民，

替考考生由最初的

10

余人

升至

27

人， 山东一农业局

副局长涉案被免职 ， 派出

所 、 学校 、 招办均存在腐

败， 直到

2008

年

11

月， 这

起历时

5

个月的案子终审判

决， 五名主犯均获刑。

人们只能老生常谈地讨

论 着 高 考 舞 弊 问 题 中 的

“魔” 与“道”， 如高考舞弊

猖狂源于成本太低； 又如高

考舞弊案需要检察机关介

入； 再如高考替考应上升到

民族素质高度上去认识、 去

处理等。

毕竟，有考试就有作弊，

这个存在了多少年的命题至

今无解。

“范跑跑”成教育界头号

“明星”

在

5

·

12

地震中丢下自

己学生的“范跑跑”引发了轩

然大波， 他的同事称其不配

做老师，网友为他创作了《范

跑跑之歌》。

范美忠回应自己的行为

是挑战了中国传统道德观，

认为自己是“以夸张手法引

起思想圈思考”。 而传说教育

部将取消自己的从教资格

后， 范跑跑竟然还声称要起

诉。 这些言辞无异于火上浇

油， 引来无数道德燃烧弹上

身。

在此后不久， 教育部重

新修订 《师德规范》， 首次

加入了“保护学生安全”。

我们很难将二者孤立看待 ，

因为“跑跑” 曾经被叫做范

老师。

誅

哀

一个月三起弑师案，刺

痛了每个人的心， 也再次敲

响了师生关系的警钟。

上海商学院失火， 陕西

定边一氧化碳中毒事件，15

个年轻的生命， 撕开了隐藏

于学校的安全隐患。

接连弑师拷问师生关系

2008

年

10

月

28

日晚

6

时

37

分， 中国政法大学昌

平校区内， 一名男生将上课

的教授砍成重伤， 经抢救无

效后死亡 。 这是继

2008

年

10

月

4

日， 山西朔州一高中

生 课 堂 上 持 刀 杀 死 老 师 ，

2008

年

10

月

20

日浙江缙云

一中学班主任家访被学生杀

害抛尸山野后发生的第三起

弑师案。 在这件事情中， 每

个人都是受害者。

其实， 师生本不应相视

如仇敌， 但是， 频发的校园

弑师案， 却将校园里的暴戾

之气暴露无遗， 在我们为逝

者哀悼， 为走向另一个结局

的学生惋惜的时候， 恐怕更

应该反思“弑师案” 背后的

教育缺失以及大学教育的明

天。

安全隐患付出生命代价

2008

年

11

月

14

日，上

海商学院宿舍发生火灾 ，

4

名女生从

6

楼跳下， 当场死

亡，原因是违规使用电器。 事

后，学校系主任跪地道歉，因

为宿舍的灭火器都已过期。

或许， 违规使用电器和过期

灭火器在每个学校都存在，

但却从未引起过注意， 而只

有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各高

校才开始有所行动。

2008

年

12

月

1

日，陕西

定边，

11

名小学生在睡梦中

离开了人世，原因：一氧化碳

中毒。 当学校没有能力为学

生提供更加安全的取暖设施

时， 或许学校和老师的负责

和警惕能多少化解一定的危

险。 毕竟，作为未成年人，中

小学生很难完全自己照顾和

保护自己。

教育表情之喜乐

誅

喜

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的

全免无疑是今年教育界最大

的一“喜”。 这一决定也必将

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新

里程碑。

备受争议的“90 后”上大

学了！ 这件事足以吸引所有

人的目光，因为，这标志着一

代人的长成。 虽然难逃挑剔

的眼神，但是，他们却还是为

我们带来了惊喜。

全面免除城市义务教育

阶段学生学杂费

2008

年初， 国家发改委

有关官员明确提出 ：

2008

年

将免除城市义务教育的学杂

费 ， 实行城市的义务教育免

费。

2008

年

7

月

30

日，国务

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免除城

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学杂费。

免除学杂费，意味着全国

的

2821

万中小学生每年可免

交

190

元至

350

元不等的费

用。 这看似并不多的减免费

用，使得中国的义务教育成为

了名副其实的“义务”教育，成

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新里

程碑。

首批“90 后”大学生入学

“

90

后”的首次正式亮相

“震”倒一片：动辄上万元的入

学“标配”、穿超短裙露背装报

到、女生改装军训服、美甲耳

环“雷倒 ”教官 、站军姿不到

15

分钟倒

3

人、最崇拜自己、

最不想当公务员……这一切，

将人们对“

90

后”的争论推向

顶峰。

面对争论和质疑，一向敢

说敢做的“

90

后” 也不免高

呼： 请别给我们贴上另类标

签！ 他们把自己的言行归结

为：自信、独立、不张扬。同时，

“

90

后”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期待着能够证明自己：有强烈

的独立意识，入学就关注就业

信息， 进校门就有职业规划

……“

80

后”大赞“

90

后”大方

而独立，让我们惊喜不断。

其实，每一代人在刚刚长

成的时候，都会引来非议和猜

测，只因他们背负了太多的期

望和使命，或许，没有了所谓

的“

90

后”称呼 ，没有了那么

多出于各种目的的过分关注，

他们会做得更好， 会更加轻

松、自信地面对未来。

誅

乐

严谨、沉稳、不苟言笑的

校长，唱起了青春飞扬的流行

歌曲《隐形的翅膀》，赢得一片

喝彩声。

地震中惨重的损失，让我

们至今想起来还隐隐心疼，如

果能真的吸取教训，将生命教

育变为一种常态，那么，将《开

学第一课》视为一件“乐”事也

就真的名副其实了。

北大校长唱流行歌曲迎

新年

一直以来，严谨、沉稳、不

苟言笑似乎都是用来形容老

师、校长的“绝佳搭配”，或许

也正是因为这样 ，

65

岁的北

大校长唱流行歌迎新年的消

息一出，便纷纷抢占了各个媒

体教育新闻的版面。 有人叫

好，觉得这才是我们心目中的

校长形象：亲切、可爱；有人叫

骂，认为有辱斯文，不登大雅

之堂； 更有甚者直斥这是：迎

合流行忘了使命。

上海商学院宿舍起火

四名女生跳楼身亡

政法大学师生悼念遇

害教授

“开学第一课 ”后师生

演练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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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读

［教育 ］

誅

“囧”

读音如“窘 ”,本来的意

思是窗户明亮透明 , 但因其

外观颇像一个人无奈、 愁眉

苦脸时的 表 情 , 所 以 现 在

“囧”的意思是郁闷、失意等 ,

并以这个意义流行于网络。

亿万中小学生争议中长跑

从教育部的“冬季长跑

令”发出的那一刻 ，有关“长

跑”的争议就从未停止。

2008

年

12

月

26

日， 亿万中小学

生如期开跑， 取代了学会仅

半年的集体舞。 重视学生体

质绝对是件好事，只是，学校

没场地，学生跑不动，让人不

禁担心：长跑到底能跑多远？

向车辆敬礼保安全

对中小学生加强“礼仪

教育”， 同时能防止交通事

故。于是，贵州黄平县规定：中

小学生要向过往车辆敬礼。

对于这一规定， 八成网

友反对，有人认为荒唐，有人

觉得莫名其妙， 还有人觉得

是一种奴性教育。

“敬礼

=

安全” 怎一个

“囧”字了得？

誅

“槑”

音同“梅 ”，字由二呆组

成，不仅呆，而且很呆 ，借来

表达看到某些新闻时“呆”+

“呆”的表情，真是再恰当不

过了。

毕业证堪比“夺宝奇兵”

一组跟毕业证有关的新

闻让人哭笑不得： 武汉一高

校要求学生写好钢笔字 ，否

则毕业证难保； 成都青阳区

教育局要求中小学生开展

3

项技能培训， 意味着不会煮

饭不发毕业证； 中科院院士

则要求博士背《论语》，并直

接关系到其能否毕业。

对此，有人质问，谁欠了

大学生的“写字账”？ 有人反

问， 扣发毕业证学生就能会

煮饭？有人说，毕业证不是厨

师证。 还有人说，博士生就该

背《论语》。

只是， 将什么都同毕业

证挂钩， 真的就能解决所有

问题了吗？ （王浩林）

之所以分出个另类表

情， 是因为有些事情根本不

能简单地用“喜怒哀乐”来表

达情绪。于是，不妨也做一次

“潮人”， 借用网络流行来表

情达意吧。

2008 年，中国教育跟我们的国家一样，经历了太多的悲欢起伏。 当我们再次想起那曾经的人和事时，

心情依旧不能平静：从年初的“北大校长唱流行歌曲”、地震期间的“范跑跑”，到第一代“90 后”上大学、10

月份连发 3 起的“弑师案”，再到损失惨重的校园安全事件，以及一系列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出台……

这一件件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值得所有人思考和总结的事情，让我们很难从中找出共性，为他

们贴上统一的标签。 因为每件事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产生原因和不可替代的影响意义，以至于，当再次看到

它们的时候，我们的表情还是会随之波动变化。

2008年中国教育表情

另类教育表情“囧”“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