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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祥的评论 《必须终结累

死学生的应试教育》。 评论

认为： “有关部门明文规定

要‘保证小学生每天睡眠

10

小时、 初中学生

9

小时、 高

中学生

8

小时’； 国务院有

关文件也提出‘保证青少年

有一定的体育锻炼时间和充

足的睡眠时间’。 但是， 为

了与其他学校攀比升学率，

许多学校领导的眼里只有分

数， 根本无视这些规定， 无

视学生的身心健康。 因此，

这所学校发生的‘过学死’

悲剧并不意外， 在这样的压

力下， 悲剧早晚是要发生

的。

“‘过学死’ 的悲剧让

人们警醒， 有关部门应该加

大查处力度， 把为学生‘减

负’ 真正落到实处， 至少不

能眼看着学生累死在学校

里。”

大河网发表题为 《别把

学校办成残害未成年人的

“集中营”》 的评论。 评论指

出， 西峡县第一高中为了高

考出成绩， 最大限度地利用

学生的有效时间， 把学生的

血肉之躯， 当成了一部学习

机器，每天超负荷运转

18

小

时。“西峡县第一高中‘集中

营’式的教学方式，与《未成

年人保护法》 的有关规定相

悖，必须进行整改。 ”

郑州一所示范性高中的

校长对 《中国青年报》 记者

说， 自己学校的情况和报道

中的相似。 之前， 他们也曾

尝试过周六休息， 但仅实行

了一周， 因为看到其他学校

都在上课， 怕自己学校在联

考中吃亏， 所以第二周就取

消休息恢复上课了。

郑州市一位高中学生家

长说： “最近 《重庆晚报》

报道了今年高考有两万应届

高三学生弃考的消息， 竟然

被各大媒体和公众认为是社

会问题； 有些人认为是‘读

书无用论的蔓延’， 有些人

认为是学校为了提高升学

率， 劝退了没有‘希望’ 的

学生。 这无论从哪个角度

讲， 其实都证明了高中教育

的失败。 因此， 高中应试教

育必须要改。 ”

郑州大学的葛教授认

为， 现在的高中教育已经陷

入到了加班加点的恶性循环

之中。 实施素质教育，不是单

纯靠教育部门的努力就可以

完成的。 因此，必须将素质教

育放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

中去，以政府为主导，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才能彻底改变恶

性循环。

郑州一所示范性高中的

资深教师黄老师说：“越临近

高考， 应试教育的弊端和危

害就越发地凸显出来。 应试

教育必须改， 而且要大刀阔

斧地改， 下决心下狠心彻底

地改。 旧有教育模式的形成，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应试教

育更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

树，只是去损伤它的枝叶，损

坏它的皮毛， 起不到真正的

作用。

“不破不立，要想推行素

质教育新政， 必须下几剂猛

药，毁掉应试教育的根基。 只

有这样，学生‘过学死’的现

象才能真正终结。 ”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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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西峡一高

3

月

17

日晚上

10

时

50

分，

17

岁的高三女生小蓓从

5

层高的教学楼上翻身跃下。

此前的

2008

年

12

月

15

日

上午， 和她同年级的一个男

生猝死课堂。 上述事件，均发

生在西峡一高。

或许，一天

18

个小时的

学习时间， 加上名目繁多的

考试， 学生被按成绩分为三

六九等， 都是造成学生压力

过大从而事故频发的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深深感到，事

故频频出现， 板子不能都打

在学校身上，某种程度上讲，

学校也是受害者。 所谓省级

示范性高中， 示范的都是应

试教育， 一切都以分数为准

绳。 而这，绝不仅仅是西峡一

高面临的困境。

◇跳楼、猝死，这所学校

的学生到底怎么了？

3

月

26

日下午

3

点，西

峡县人民医院某病房内，

17

岁的小蓓在病床上睡着了，

她母亲冲记者打了个“嘘”的

手势，“孩子这些天很紧张，

晚上不敢睡，现在刚睡着”。

小蓓是西峡一高

0605

班的学生， 她所在的班级是

应届理科实验班。 实验班内

都是成绩优秀的学生， 成绩

更好的学生在零班， 一般的

学生则在普通班。

小蓓的成绩排名不是太

稳定，作为西峡一高的学生，

她要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考

试， 几乎每天都有老师安排

的单科考试， 每周都有年级

组织的文综、 理综综合性考

试， 每月都有学校举行的月

考。 当然，作为高三学生，他

们还要参加市里的模拟考试

和每学期都有的例行考试。

学生每一次的考试成

绩，都要在教室内张榜公布。

记者看到事发前该班两次月

考排名表上， 小蓓在第三次

月考中排名第

7

位，总分

577

分，第四次月考总分

506

分，

排名第

47

位。

小蓓的家长坚信，“成绩

排队” 是女儿产生轻生念头

的罪魁祸首。

3

月

17

日晚上

10

时

50

分，晚自习下课后的

20

分钟，教室变得空空荡荡，

小蓓从教学楼的二楼上到五

楼，借助一把椅子跃身而下。

脊椎粉碎，双腿致残，这

个

17

岁的花季少女在

3

月

26

日晚被再次推进了手术室。

就在当晚， 一名高三女

生又晕倒在教室中， 她是

0610

班的学生。第二天，她的

同学在“西峡一高贴吧”里这

样描述当时的情况： 窒息休

克，面无人色，后果不明……

一位知情人说， 最近一

段时间， 救护车不断往返于

协和医院和西峡一高之间，

已经有不下

20

名学生出现

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被拉到

医院诊治。

除了小蓓跳楼， 西峡一

高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也引起

了西峡人的街谈巷议。 那是

2008

年

12

月

15

日上午第一

节上课时， 西峡一高排名全

年级第五的复习班学生李勇

猝死课堂。 尽管后来医生说

该生的先天性心脏病是引发

猝死的真正原因， 但舆论普

遍认为， 一连串的致死、致

残、致病事件，都缘于学生们

难以承受的学习压力。

◇什么样的学习压力，

让学生如此难以承受？

西峡一高学生的作息时

间安排是这样的：

早上

5

时起床，

5

时

20

分开始

1500

米的长跑。

跑操过程中， 学生们要

不停地喊这样的口号：“路在

脚下，志在心中，身心自强，

永攀高峰，勤学苦练，奋勇争

先，我要努力，我定成功！ ”边

跑边喊口号，中间不能停顿。

高三学生在课前还要开展宣

誓活动， 誓词为：“我们是喷

薄的旭日， 我们是奔腾的激

流……我要用辛勤的汗水播

种希望， 我要让父母的微笑

在家乡绽放……我坚信，奋

力拼搏， 金榜题名， 笑傲六

月，铸就辉煌。 ”这样的宣誓

要坚持在每次班会前开展。

早上

6

时至

7

点为早自

习时间，

7

时开始就餐，

7

时

30

分开始上午第一节课。

上午

9

时

20

分的课间

操时间，全校学生还要跑步，

还要不停地喊“路在脚下，志

在心中”的口号。

午饭后高一、 高二的学

生可以进寝室休息， 高三的

学生则必须回教室上自习。

下午

2

时

10

分到

6

时

20

分

共

5

节课，其中

5

时

40

分后

的第五节课为课外活动时

间，高一、高二学生可外出活

动， 高三学生则要在班里上

自习。

晚饭后便意味着晚自习

的开始， 晚自习要上到夜里

11

时。 高三学生每天的上课

时间是

18

小时， 加上吃饭，

真正能休息的时间不足

5

小时。

这只是西峡一高一天的

作息时间。 作为一所全封闭

的高中， 学生每月只有两天

的假期；寒假高一、高二放假

10

天，高三只有

7

天；暑假只

放假

20

天。

除了上课、考试，学生们

几乎没有其他活动。

学生跳楼、猝死

素质教育究竟“ 示范”了啥？

近期， 高中学

生因为难以面对

高考前的劳累以

及学习压力而猝

死或自杀的消息

频频见诸媒体。

网友对此进

行了强烈批评，他

们指出素质教育

无以为继是不争

的事实，示范素质

教育学校变本加

厉地回归应试教

育也是普遍现象。

一位网友在博客

中写道：“为了升

学率，几乎所有的

高中都在加班加

点。高中老师成了

天下最忙的教师；

高中学生成了天

下最苦的学生；高

中生活成了孩子

一生中最痛苦的

经历……”

◆跳楼、猝死 素质教育究竟示范了啥？

“必须终结累死学生的

应试教育！ ”、“别把学生当

‘包身工’！ ”、“‘学生跳楼、猝

死’的素质教育究竟‘示范’

了啥？” …… 《中国青年报》

4 月 7 日推出的“示范校为

应试 一天学 18 小时” 的

系列报道， 一周后引发了社

会各界人士的强烈关注， 国

内的众多媒体也纷纷刊发评

论， 表达了对尽快破除应试

教育的期待。

◆高中连发猝死、跳楼事件 学生不堪重负

人民网刊发网友吴江的

评论《“学生跳楼、猝死”的素

质教育究竟示范了啥？ 》。 文

中说，在现实中，在高考、升

学的重重压力下， 素质教育

无以为继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 示范素质教育学校最终

完全彻底甚至变本加厉地回

归应试教育，也是普遍现象。

这所学校令人不寒而栗的

“示范”决非孤本。

其实， 教育部规定的高

中教育有两个任务， 一个任

务是培养初级的社会劳动

者， 另一个任务是为高一级

的学校输送合格的人才。

可是在长期的社会实践

中， 人们逐渐忽视了高中教

育的第一个任务， 过分夸大

了高中教育的第二个任务。

如此， 高中生活逐渐变得悲

惨就不足为奇了。

◆谁让高中成了“孩子们最痛苦的经历”

长江在线刊发的题为

《谁让高中成了“孩子们最痛

苦的经历”？ 》的评论说：“也

许， 我们不该过多地指责学

校与老师， 他们也有自己的

苦衷， 因为， 升学率决定着

学校和老师的地位、 学校的

经济来源、 老师的经济待

遇。 问题的关键是， 教育行

政部门如何作为， 如何把套

在学校、 老师、 学生身上的

枷锁解开。

“我们注意到， 尽管教

育部门每年都在开会、 发通

知， 强调加强素质教育， 高

喊减轻学生负担， 甚至不惜

把高考的方式改来改去。 但

是， 这种徒具形式的‘改

革’， 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效

果， 相反让学校、 老师抓得

更紧、 更狠了。 因为， 除了

考试内容的传授外， 还要加

上一个学生对考试形式的适

应。

“日前，重庆市传出了万

名学生弃考的消息。 现在看

来， 弃考可能是一种不错的

选择，至少，弃考的学生不需

要用生命、 身体和精神来作

代价。

“如果教育行政部门不

能从教育体制改革入手，按

照素质教育的要求， 制定出

一套完整的评价考核办法，

从根本上解决应试教育的问

题，要想改变‘高中阶段是孩

子们最痛苦的经历’ 是不可

能的。 ”

◆必须终结累死学生的应试教育

素

质

教

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