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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凤眼看世界

近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宇华教育集团
董事局主席李光宇有关英语改革的言论引发了
热议。他建议改变英语“高考必考、中小学必
修”的地位，将英语学科从高考必考学科改为
选考，从中小学生必修课改为选修课，提升学
习效率，减轻学习负担。李光宇认为当下的英
语教育存在三大弊病：其一，以高考为导向的
英语学习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其二，中国孩
子学英语的花费巨大；其三，以高考为导向的
英语学习导致严重资源浪费。尽管投入了大量
的财力和时间，但青少年学习英语的效果却并
不理想。“作为语言工具，英语的学习应以应
用为导向，而非以应试为导向。以高考为导向
的英语学习效果不佳，并无必要。”一旦高考
取消英语并改为选修之后，就能一举实现“减
负、节支、提效”。“高考取消英语”果真能牵
一发而动全身，取得神奇功效吗？

英语必须必修必考
文 / 郭丹
如果说，开放是文化强国的必经之道，英语就

是实现开放的敲门砖。过去我们因闭关锁国落后挨

打，深知放眼看世界方能与时俱进。今天我们因畏

难情绪就等闲视之，这种不以为然就是闭关锁国之

重演，是一种历史的倒行逆施。

高考为什么必考英语？因为未来面向世界必需

英语，这份刚需没有专业之分。现代知识的走向具

有双轨特征，一方面不断细分和深化，更强调专业

性；另一方面又在不断交叉和融合，更提倡兼容并

蓄。不管基于哪一种追求，都需要我们有更宽广的

视野和更强大的智力支持，而英语就是链接这个大

舞台的必修课。如果还把英语当作社会分工的小单

元，只是翻译或者旅游工作从业者的分内事，无异

于放弃了所有专业走向世界、纵深延展的主动权和

可能性。没有英语这个万金油似的开路先锋，任何

专业都只会在固步自封中坐井观天，沦为陈旧闭塞的

伪专业。

指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工作时，习近

平主席多次强调既要不忘本来，也要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积极参与世界

文化的对话交流。李老师既然说英语成了大多数人解

不开的难题，中国学生又如何能沉迷于英美文学而

忽视国学？可见我们的文化自觉与英语无关，即使把

英语课程踢出课堂，同样不能保证从此中华学子就

会醉心国学。相反，我们正需要在开放和兼容中不

断提升国民的经济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才能

建立“旧邦新命”的文化自觉，在世界文化的激荡中

立于不败之地。

的确，这么多年中国学生们学英语真是又苦又

累，然而学不好就不学了吗？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学错

了英语而是用错了方法，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

成熟的语境和实践运用的场合，说到底我们还是关

在家里用中文思维学英语，貌似是英语耽误了时间

浪费了人力物力，其实是我们落后的思维和局限的

方法，降低了我们所有知识于学习的乐趣。除了英

语，谁敢说学奥数不累？学语文不苦？死记硬背历史

政治不耗费精力？实际上，很多贫困落后地区的孩子，

唯有跟着高考这根指挥棒，才能获得学习英语这个

走向世界的机会，正是因为必修必看必学的现实导

向，才让所有的学生获得了平等的教育资源。如果改

必修为选修，势必剥夺大量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伤

害教育公平。

教育，关乎个人、民族、国家的未来。高考，

关乎教育、科学、公平的综合平衡。正因如此，教

育改革切不可信手随意，英语的必修不可变，英语

教育和高考改革却有必要深入开展，让英语成为中

国少年走向世界巅峰的助推器。

老师指使
学生厕所偷拍吸烟者

文 / 滨兵 
中国每年因吸烟死亡的人数逾100

万，超过结核病、艾滋病和疟疾导致

的死亡人数之和。吸烟有害健康，学

生抽烟，学校当然要进行管理和教育，

但管理和教育的方式绝对不是罚款，

因为这不仅有违相关法律法规，更有

违教育本义，而指使学生厕所偷拍吸

烟者，上演“无间道”，更是让人悲叹，

这究竟是学校还是“黑社会”？这究竟

是在教育学生还是在教唆学生？老师为

人师表的责任哪里去了？

学校对学生吸烟的罚款是够狠的，

第一次罚款500 元，第二次2000 元。

学生哪里来这么多钱交罚款？如果真

有学生违反了，仅罚款就够学生受的

了，要么向父母要钱，要么走歪门邪

道，从现实经验来看，学生为了交罚

款而铤而走险走上犯罪道路的也不是

个别。这所学校对罚款不仅够狠，更

是无所不用。不仅仅是吸烟罚款，学

校还禁止学生带手机，如果被拍到，

第一次同样会被罚款500 元，第二次

就是 2000 元，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

该校老师也参加拍照。而被禁止的体

罚现象也存在。这还是学校的样子吗？

这样的现象居然存在两年之久，却始

终没有被“发现”，没有被禁止。

学生吸烟，在不少学校都存在。

现在学生吸烟也较为严重。以北京学

生为例，结果显示，尽管十年间北京

市中小学生吸烟率有所下降，但在中

学男生中，现在吸烟率仍有 9%，而职

高学生吸烟率则高达 25%以上。其它

城市基本上也差不多，有的城市更为

严重。而这所学校的学生敢在厕所里

吸烟，这说明该校学生吸烟较为严重。

针对此现象，自然应该采取科学的教

育措施。一方面加强对学生进行健康

教育，让学生明白吸烟的危害，另一方

面可以在厕所安装报警器，像高铁一

样，一有吸烟就会发出警报。

同时，还应该和家长联合，一起

教育学生不要吸烟。相信多管齐下，

常抓不懈，是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学生

吸烟的现象的，而通过偷拍和罚款来

对付学生吸烟是最无能的表现，也是

“教育懒政”。

当下，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重在

“立德树人”，而只知道对学生罚款和

体罚，又如何能够立德树人？教师没

有德，学校没有德，又如何“树人”？

不知道这些年罚款罚了多少？又

到哪里去了？教育主管部门应该深入调

查，公开处罚。更重要的是要反思，

这样的一所学校，为何没有及时发现

问题？监管又体现在哪里？

对学生吸烟进行教育的确存在

难度，但再难也不能采取偷拍和罚

款的手段，这是将学生往绝境上逼，

该校曾经发生过偷拍的人被发现、

学生之间争吵甚至斗殴的事件。不

知道学校是如何处理的，恐怕又是

罚款处理吧。

对学生的德育教育竟然采取偷拍

与罚款的手段，这让人震惊，什么时

候我们的学校竟然变得如此凶残和不

可理喻？教育为何如此缺乏人性化？难

道只有一所学校如此吗？

 偷拍与罚款是教育的“缺德”
■凤眼时评

老师指使学生偷拍躲在厕所内

抽烟的学生，被拍到抽烟的学生一

次罚款 500 元……近日，榆林华栋

中学被指靠处罚学生敛财一事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

学生称偷拍设备
由学校德育处提供

近日，华栋中学一学生私信华商

报榆林记者站官方微博称，华栋中

学德育处老师指使他用微型偷拍摄

像机到男厕所偷拍吸烟的同学，以

此来进行处罚，被偷拍到的同学要

交 500 元罚款，还会被班主任批评

甚至打骂。德育处的老师还要求被拍

的吸烟学生到厕所偷拍其他抽烟的

学生，抓到 5 个人才能交差。该学

生还说，该校曾经发生过偷拍的人

被发现、学生之间争吵甚至斗殴的

事件。

3 月 28 日，在榆林市华栋中学

校门口，当被问到学校对学生各种

罚款、每天罚金过万的说法时，很

多人表示“不知道”，其中一位学生

称“老师不让说这个事情”。一位不

愿意透露姓名的学生称 ：“只要发现

抽烟就会被德育处老师叫到办公室，

要不交 500 元罚款，要不就拿德育

处提供的偷拍设备到厕所偷拍其他

学生。”

去年从该校毕业的一不愿具名的

学生也向华商报记者透露，学校对

学生罚款一事确实属实，而且至少

已存在 2 年之久。“拍照的人中有老

师，也有教务处职工，甚至还有教

务处专门派来的学生。学

生抽烟如果被抓拍到，第

一次罚款 500 元，第二次

2000 元；学校还禁止学生

带手机，如果被拍到，第

一次同样会被罚款 500 元，

第二次 就 是 2000 元， 遇

到难管的学生，还会出现

体罚等现象。”

 这名学生强调，为加

强管理，学校还会对学生

的言 行成 绩 采 取 扣 分 政

策，如果被扣的分数过多

也会被罚款。

教育局：已要求学校
对罚款进行统计上报

3 月 28 日，记者来到华栋中学

进行采访，但被门口的保安告知校

领导都不在学校，德育处的人也都

不在学校。华商报记者随后致电华

栋中学校长李锦成。他表示，目前

学校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如果查

实将会落实责任人进行追责。

榆林市榆阳区教育局社会力量

办学管理办公室主任景平表示，教

育局已经派人到学校了解具体情况，

并责令学校调查并出具报告。针对

此事，昨日下午，榆阳区教育局召开

座谈会，经过调查发现，华栋中学

德育处的负责人和部分班级班主任

存在违规现象，因学生抽烟而收取

罚款的情况确实属实。榆阳区教育

局社会力量办学管理办公室副主任

曹凤社表示，会议要求华栋中学立

即退还所收取的费用，同时对学校

和校长提出严肃批评，将对这一情

况进行全区通报，按照有关规定，

对德育处负责人以及涉事班主任严

肃处理。对于该校德育处指使学生

厕所偷拍吸烟学生的行为，曹凤社

表示，这一情况正在调查当中。

“我们要求学校对收取的罚款进

行统计，并将准确的数字进行上报，

及时退还所收取的罚款。”曹凤社告

诉华商报记者，学校因管理学生抽

烟难度大，于是让学生会的学生对

抽烟的学生进行偷拍，具体罚款执

行了多长时间还有待确认。等这些情

况全部调查清楚后，将会对相关责

任人进一步追责处理。 

（据 3 月 29 日《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