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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生活本身就是教育，生活处处是教育，这是陶行知最重要的教诲，作者杨东平在《新京报》专栏的名
称叫“大教育”，也是这个意思。
不揣冒昧，以这些不成熟的思考和文字就教于方家。

《有多少状元能够真正成才》这本小册子汇集的是2007年至2010年6月作者杨东平写的部分文章，包括
几篇2006年代表性的文字，主要是发表在报刊的教育评论、随笔、会议发言，以及我的博客文章。

《有多少状元能够真正成才》包括了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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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东平，1949年生。
北京理工大学文科学部主任委员，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现代化理论、教育公平、教育公共政策等。
兼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理事；自
然之友理事长、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是中央制定《全国中长期人才工作规划纲要》聘请的战略专家，国务院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聘请的专家，是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曾任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总策划。
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2007年，被《南风窗》评为“
年度十大公益人物”；2007年，《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获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第一名
。

　　著有《通才教育论》、《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艰难的日出——中国现代教育
的20世纪》、《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走向公共生活的教育理论》等等；主编《教育：我
们有话要说》、《大学精神》、《大学之道》、《新公民读本（小学卷）》、《中国教育蓝皮书》、
《中国环境绿皮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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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奥数热”的情况反映和治理建议
关注成都市铁腕治理“奥数热”
北京小升初“新政”应更进一步
“名校腐败”拉响城市义务教育警报
中关村三小腐败案该如何定罪？

“名校腐败案”频发症结何在？

该不该取消“重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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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大附中小升初取消招收特长生叫好
第二章 中国需要新的教育理想
透视“韩寒现象”
道德沦落还是“反制度”抗争
教育改革的信心从何而来？

《规划纲要》应突出体制改革优先
坚持公开决策解决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 接续“学在民间”的香火
孟母堂事件与“在家上学”的合法性
新东方上市的教育意义
继续推进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
改革是一种境界
制度创新是可能的吗？

教育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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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体制改革刻不容缓
大学生就业：施加压力还是提供服务？

承认“扩招有点急”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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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开展公民教育正当其时
关于“钱学森之问”的遐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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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去行政化”改革如何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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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主义者的出发
向普希金致敬——俄罗斯印象之一
国家强大的力量——访美印象之一
三门峡沉思——国庆豫西记游之二
新中国美术：不可磨灭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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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老虎磕头
丹麦没有童话，人类要有未来
大旱云霓望如何
跋：生活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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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报道，一位小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对做不完的作业，发出了怀念幼儿园的感慨。
小小少年已知愁滋味，开始怀旧，足令大人们心酸。
但我也知道，在许多幼儿园，儿童们已不堪重负，被他们的父母拴在“早期教育”的战车上，学习十
八般武艺，而且费用十分昂贵。
更有甚者，将开发的主意打在了母亲的肚皮上，名曰“胎教”，也开始大把收钱。
把望子成龙心切的独生子女家长“诓”进来，有一个十分响亮而义正词严的理由：不能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
　　我认为，这正是当前青少年教育中流毒最广、危害极大的奇谈怪论，可以视为是无稽之谈。
我们都知道，起跑线上的争分夺秒，只有对100米、200米的短跑才有意义；而人生则是一场漫长的马
拉松，其教育的成效、成才或成功与否的评价在二三十年后，根本就不是一场速战速决——比起跑、
比爆发力的竞赛。
　　将教育喻为一场短跑，是一种根本性的误导，基本是商家的经营之道。
对马拉松运动而言，起跑线上的竞争就没有什么重要性了，连前半程的成绩也不太重要。
它此试的是运动员持久的体力、耐力，整体的协调、配合、掌控能力，把握现场、随机应变、危机处
理的智慧和悟性，等等。
那些急于求成、一马当先的领跑者，不可能是最后的优胜者；只有那些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具有整体战略和具体策略、沉稳大气的运动员，才能首先到达胜利的终点。
　　人生正如马拉松，最初的几步没有那么重要。
这已经被大量的研究和事实所证明。
我们不妨检查自己的教育经验，成年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究竟是不是小学、初中时班里的那几个
学习尖子？
　　显然，这并不是说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不重要，只是说青少年时代的学习成绩没有那么重要，
说明人的成长、成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们对人的认识远远不如对物质世界、自然规律的了解
。
西方教育的主流，源自自然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认为儿童作为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是一个特定
的生长阶段，有独立于成人世界的独特功能和使命。
儿童不是小大人，也不应是家长为实现自己功利目标的工具。
发现儿童，尊重儿童，把儿童当作儿童来看待，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基本准则。
它被表述为这样的幼儿教育理念：游戏是儿童的天职。
因而，西方国家往往以法律的方式严禁在幼儿园进行知识教育。
这不仅是因为在这个阶段，儿童的身体健康、心智发展和社会化远比知识教育更为重要；也是基于儿
童的认知规律。
一个5岁孩子难以掌握的运算，7岁时易如反掌。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超越他的年龄，提前去做他难以实现的事呢？
这正是当下的应试教育不断下放学科教学的难度，以及开展有“数学杂技”之称的“奥数”最令人发
指之处。
看到那些为家长望子成龙的梦魇所驱赶、以牺牲睡眠和健康为代价、不得不从事各种高难度的学习的
孩子，我经常会想起马戏团里的小熊和山羊，它们本应在草地上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却被迫战战兢
兢地钻铁圈、走钢丝！
如果说最有可能在精神上“早夭”、输在“起跑线”上，也许正是这种幼年严重透支、被应试教育所
压倒的孩子。
　　还要说到“早出人才”的理念。
全世界通行的“六三三”学制的合理性，16岁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18岁成人这样的规定，与接受知
识的速度和程度无关，主要是基于青少年身体发育和心理成长的逻辑。
15岁完成高中课程并不等于15岁已经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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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当事人，15岁上大学还是18岁上大学，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对少年班成就的介绍，无非是他们比别人早几年拿到博士学位、或当上教授，这可以说明他很聪
明，也可以节约几年的教育开支，此外究竟有什么实际意义和价值？
与同龄人相比，他们牺牲和失去的东西倒是非常具体的。
我们经常抱怨使用现代科技缩短了动植物的生长期，致使瓜果不香、鱼肉无味，那么，我们对人的培
养，是否有同样的迷误？
　　当然，时下家长的集体恐慌，大多并非来自成才或成功的追求，而是小升初（中考）的现实压力
，他们忍痛牺牲孩子的健康和快乐参与考证热和择校热，是被逼无奈。
其实，义务教育均衡化、取消重点学校制度、禁止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的精神已经明确，关键是地方政
府要敢于作为。
例如，应当明令禁止少年儿童参加成人的英语等级考试。
对这样严重损害青少年成长、严重扰乱基础教育秩序的不合理现状，还要放任到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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