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

13位ISBN编号：9787807039938

10位ISBN编号：7807039930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上海世界书局

作者：熊丙奇

页数：24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

前言

　　继出版《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熊丙奇最近又出版深度剖析中国教
育问题的第四本力作《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相信它会一如既往地获得社会的好评。
　　中国教育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在规模、速度上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教育也成为一个
人民群众十分不满的问题领域，与医疗卫生和住房一起，被列为“新的三座大山”，可以说是“成绩
巨大、问题成堆”，具有强烈的理论需求和意见需求。
国家正在制定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采取了公众参与、问计于民的新方法，探寻面向未
来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教育学者、公众和大众媒体的教育批评、建言献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结构、社会利益高度分化和多元化的现实中，“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由人民共同参与、共同
治理，并且由人民来评价。
这也正是熊丙奇的“教育熊视”应运而生，广受欢迎的重要原因。
　　丙奇生活在上海，却是四川人。
其教育意见之辛辣、教育视角之独特，并非“知道分子”哗众取宠地吸引眼球，也非愤青式的情绪宣
泄。
他的出奇制胜，其实只是守持了一个价值：坚守民间视角、教育立场。
这是一种质朴无华的、基础的和底线的立场，从而保持了学者的客观和良知。
很多年前我就认识到，教育研究、教育意见的价值在很大程度取决于道德勇气而非学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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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熊丙奇先生的教育评论素以锐利直言闻名，其显示的不仅限信息和知识，而尤具眼光和器识。
《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是他继出版《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教育熊视》之后，又一
深度剖析中国教育问题的力作——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的2008—2010年中国教育事件，进行了全面
的民间解读，并结合三十年中国教育的发展与未来教育改革，诊断了当今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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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丙奇，著名教育学者，博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中国高校校报协
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
编、著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教育熊视》等书籍20种30余版次。
为《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东方早报》、《新闻展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
《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2008年获评中国十大教育博客（新浪网）、十大教育明星博客（搜狐网），2009年获评十大教育博客
（人民网）、年度致敬教育时评家（腾讯、中国教育电视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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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病相之一：生存，还是发展？
国内不少地区的教育，今天其实还在生存线上徘徊，缺基本设施、缺钱、缺办学环境，由于教育经费
投入不足，举步维艰；要他们在生存之外，考虑教育的尊严，让教育充满人文，虽然很有道理，但未
免有些“超前”。
报告1：教育尊严生存，还是发展？
报告2：教育投入教育投入的“世纪话题”报告3：教师待遇怎样真正确保教师工资待遇？
报告4：教育均衡教育发展均衡路报告5：教育布局把大学办到县里去报告6：希望小学“希望小学”本
不应该再存在报告7：代课教师谁来决定代课教师的去留？
报告8：招生指标重点高校如何去当地化？
报告9：大学等级警惕大学等级化趋势加剧报告10：依法办学民办教育：“正规”是个大问题报告11：
大学学费涨学费是“把穷人赶下车”报告12：高考移民如何将“高考移民”纳入法律轨道？
报告13：打工子弟外来工子女：有学上了，还要能上好学报告14：农村弃考农民工子弟弃考高中是“
上进心不足”？
病相之二：育人，还是育分？
我国教育存在以下三大传统观念——“改变命运”、“赢在起点”、“争做第一”，以这三大观念为
轴心组织和发展起来的教育体系，让所有受教育者不是根据自己的个性和兴趣，在教育中得到个性的
发展、人格的完善，而是在教育的竞技场上，与同辈为命运、为生存、为成功进行“厮杀”。
这种教育实则将所有受教育者“教育”为成功者和失败者，撕裂了这一代年轻人本应该拥有的平等、
同情与关爱。
报告15：竞技教育反教育的竞技教育报告16：锦标主义足球“从娃娃抓起”与教育“以教师为本”报
告17：分数公平一分之差：高考录取中的公平与不公平报告18：高考改革高考改革为何如此频繁？
报告19：学生减负素质教育怎样动真格？
报告20：录取优惠高校的“录取优惠政策”大比拼报告21：考糊学生五校联考的目的是选拔超人吗？
报告22：实名推荐校长实名推荐制已成北大如意算盘报告23：加分政策加分政策应由谁主导？
报告24：志愿博弈高校的“囚徒困境”与考生的“志愿博弈”病相之三：生不生。
师不师？
师生关系的变异，并非一校、一师、一生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一校、一师、一生的问题，不过是当前教育的切片，其他学校、其他教师、其他学生几
乎都遭遇同样的问题，这也才使得每一起师生关系问题，变得这样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甚至共鸣。
报告25：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因何变异？
报告26：“表象”管理“范跑跑”与“杨不管”：真相与臆断报告27：人性管理校园踩踏事故何时休
？
报告28：爱的教育我们的教育不缺惩戒而是缺爱报告29：教育进步“白毛女应嫁黄世仁”和教育者观
念落后报告30：批评教育教师更应有批评“教育”的权利报告31：教师管理老师“每天一博”报告32
：有偿家教立法治理有偿家教是自讨没趣报告33：学生评教学生评教能提高教学质量吗？
报告34：灰色交易学校应铲除吃“回扣”的土壤报告35：师德规范制度之弊能靠教师扭转吗？
报告36：母校逝去中美教育的差距病相之四：“学术”。
需要武装保卫？
国内的有些“学术明星”们，获得“学术名声”，有两大江湖途径：其一，电视媒体，行话为“媒体
评价”，借助某些强势媒体的话语权，迅速确定“学术地位”；其二，官方评奖，行话为“官方评价
”，获得政府立项的课题基金，得到政府设立的各类奖项，由此排定在本学术圈的江湖座次，拥有调
配学术资源的权利。
报告37：学术争鸣武装保卫的“学术”报告38：学者品行“屁眼教授”：打骂学术报告39：诺奖情结
华人诺奖获得者的教育背景耐人寻味报告40：院士头衔官出院士必然败坏学术风气报告41：量化考核
非“量化”不能考核？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教育的100份诊断报告>>

报告42：教授分级教授如此分级报告43：学术尊严一张中专文凭的学术尊严报告44：学术管理教授没
有学术管理能力吗？
报告45：学术自治行政权与学术权如何真正分离？
报告46：学术理想离开指标考核，教授变“懒汉”？
报告47：办学业绩“搬砖头”办学报告48：大学丑闻大学的丑闻观报告49：教授效用大学教授的品种
报告50：校长抄袭校长抄袭频曝光只因利益争斗吗？
报告51：休克疗法治理学术不端不妨采取“休克疗法”病相之五：学堂，还是官场？
在大学举办的活动中，不管是庆典活动、学术研究活动，还是工作会议，只要有上级行政管理部门的
官员出席，必然奉为上宾。
如下的场景在大学里频频出现——在某次学术研讨会上，坐在主席台上的，必然是各级政府部门的官
员，是不是司局长并不重要，哪怕是一个科长，也以代表某个部门某位司长的名义端坐在主席台正中
；而本来的学术研讨会主角，一些老教授、学者，却被安排早早到会场，等待领导上台；会议结束时
，拍集体照，也必然是要求教授、学者们先去排好位置，位置排好后，等上级部门的年轻干部入座第
一排的空座。
报告52：高宫校长大学校长何来“亲民”？
报告53：校长轮岗校长的官员化管理报告54：校长负责给大学校长说真话的底气报告55：迎来送往史
上“最牛”女秘书报告56：大学品质大学，有多少人能做到“坚守”报告57：大学精神怎样孕育大学
精神报告58：人才聘用“牺牲”论和“补偿”论报告59：人事纠纷大学处理教授必须透明公开报告60
：大学“大气”大学的“为我所用”人才观报告61：海归人才海归都“水土很服”更让人忧虑报告62
：校园规划校园人文风景就这样消失报告63：粗放管理大学的“傻瓜”管理体系报告64：可笑校规“
变态校规”如何接连出台？
病相之六：学生：我县谁？
大学生“创意”产生的“人盯人”班规以及自觉高尚地告老师“反革命”，折射出在他们身上，公民
教育、人格教育严重缺失。
如果有公民教育，难道这些大学生，会不知道公民应该拥有基本的权利？
一个班级这么多同学会支持这项严重干涉他人人身权、隐私权的“天使计划”吗？
如果有人格尊严，难道这些大学生，会同意以接受监督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学业吗？
报告65：公民教育“小天使”在行动报告66：教育败笔春晚的败笔更是现实教育的败笔报告67：博导
制度博士答辩必须背《论语》？
报告68：学生自治从在校学生“非法行医”看学生权益与自治报告69：学生管教圈养教育报告70：公
民社会哪里找让学生规矩做人的理由？
报告71：学生利益目的的“纯”与“不纯”报告72：魔鬼训练“魔鬼训练营”其实是“反教育”报
告73：生活教育苹果、蚊帐与鸡蛋报告74：自主管理馒头和“热得快”报告75：个性特色“90后”究
竟有什么不同？
报告76：文体教育“阳光长跑”能跑出学生的身心健康吗？
报告77：感恩教育捐赠与感恩报告78：快乐学习不快乐的“好孩子”病相之七：大学生。
就是人才？
报告79：人才供求是社会需求虚高还是大学生就业虚难？
报告80：教育选择成才之路单一：高招突破600万报告81：读书价值怎样理解新“读书无用论”？
报告82：学历情结虚高的学历要求令“公考”高烧不退报告83：大学白读“大学白读”的感慨与实情
报告84：学以致用专业与就业报告85：教育程序大学生择业，提前还是拖后？
报告86：大学实习不要让大学生“放羊式”积累社会经验报告87：“被”就业“被就业”曝出了高校
的什么秘密？
报告88：创业教育大学生创业路越走越窄报告89：父辈就业大学生就业比拼的是父辈的能量？
报告90：就业困局救急思维难解大学生就业困局病相之八：教改，真改还是假改？
报告91：利益博弈教育改革的复杂情绪报告92：纠错机制教育怎样纠错？
报告93：教改目标让学校回归教育属性报告94：教改推进教改，真改还是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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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95：教改原则高校自主权为何总受伤？
报告96：行政评估高校评估多而乱，根在哪里？
报告97：“先天不足”应该给免费师范生选择的空间报告98：病情反复解决教育“短板”须防止问题
重演报告99：依法治教2010年也应成为“依法治教年”报告100：教改愿景教育改革的共识和路线跋：
三十年学与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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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病相之一：生存，还是发展？
　　报告1：教育尊严生存，还是发展？
　　生存，还是发展？
　　18年前，我从农村考上城市里的大学，此后，就成了城市人。
一直耳闻目睹城市的发展、变化，对于农村，渐渐疏远。
　　去年到湖北出差，来到山区，看到一座山坳中，几间瓦屋，孤零零的，周围是一条羊肠小道，连
接公路。
这是车行大约十公里才看到的几户人家。
我突然想，这些人家的孩子怎样上学读书啊？
——虽然我来自四川农村，但家乡的记忆是人口密集，去乡村学校上课，爬山、走路，最远也就五六
里地。
　　后来，在镇上吃饭时，正好遇到几个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在卖药材。
——这天是星期天，一个孩子告诉我，他已经上初二了，从上小学时就寄宿，因为学校离家很远，现
在每个学期要交100元住宿费，每个月70元伙食费，双休日回家卖药材，就是为了交伙食费。
“听说学杂费要免，但今年还是交了。
”这个孩子告诉我们。
　　住在城市的家庭，也许很难想到农村的孩子上学居然这么不容易，住宿不是因为择校、家庭无法
照顾，而是很远的地方才有学校。
而走读学生上学的道路，各有不同，有的要走田埂、爬山坡，有的则骑自行车，走山里的土公路。
记得我当年上小学时，凡是遇到下雨天，我要么会不小心掉进水田，要么会在下山坡的路上摔一跤，
总归全身是泥。
　　在之后举行的一次教育研讨会上，有专门从事农村寄宿生研究的学者告诉我，农村寄宿生的问题
，很是复杂：孩子从小离家，缺少家庭温暖，存在一定心理问题；学校寄宿条件十分简陋，有的孩子
的被褥一年也不换洗一次——一换洗就烂了，房间中充满霉味；由于生源问题，一些学校不办寄宿，
导致学生上学越来越难，很小的孩子回家一趟很是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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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熊视曝全景，岂止大学有问题。
　　体制迷墙终必倒，问诊切脉看丙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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