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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近日，国内多家学术机构

和媒体频发“喜讯”，祝贺某某

“当选欧洲自然科学院院士”

“成为世界唯一一位 90后院

士”“跻身世界一流学术行

列”。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社会对此类荣誉、称号、头衔的

期待、追捧和尊崇。

然而，近日欧洲自然科学

院被网友曝光。据爆料：6个

俄罗斯人在德国注册了一家公

司，名叫“欧洲自然科学院”，以

选举院士的名义行骗，支付40

万元就可以获得“院士”头衔。

不少高校教师就接到过类似

“推销电话”。

不久前一家媒体发表的一

篇评论文章将“欧洲自然科学

院”与钱锺书小说《围城》中的

“克莱登大学”类比。凭借买来

的“并不存在的克莱登大学”假

文凭，小说主角方鸿渐回国后

拥有了大学教职。因为小说影

响力太大，“克莱登大学”成为

“野鸡大学”的代名词。如今，

花大价钱买“山寨洋院士”也被

媒体和网友反复讨论甚至口诛

笔伐。

为什么“水刊”“水博”“野

鸡大学”“山寨科学院”引人反

感？因为这些投机取巧的伪学

术行为破坏了学术公平，挤占

了真正在做科研的人、实打实

的科研成果的空间，事实上起

的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作

用。一个“欧洲自然科学院院

士”的获得，凭借的不是一流、

硬核的科研成果，而是“一手交

钱一手拿荣誉”。这种行为破

坏了中国科研人员在世界学术

界的声誉，其背后可能凭借洋

院士参与国家学术资源分配的

意图更值得警惕。

发“水刊”，读“水博”，买

“山寨洋院士”，意味着在学术

共同体中试图以假把式蒙混

过关，或者是“以金钱开道，撬

动更大的学术资源”。它的出

现，与大的学术环境下“个体

的境地”也有关系。当下国家

大力提倡科技事业发展要坚

持“四个面向”，不要花里胡哨

的假把式，而是要有心怀“国

之大者”的使命担当。新时代

的人才工作，要求继续采取措

施为“帽子热”降温，避免简单

以学术头衔、人才称号确定薪

酬待遇、配置学术资源的倾

向。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推

进院士制度改革，更好发挥广

大院士在科研攻关、战略咨

询、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中的

作用。院士更应该是一项荣

誉，若与利益深度捆绑，不符

合院士评选的初衷。

学术环境的净化，关乎科

学技术的健康、长远发展。为

什么要破“五唯”？其中一个

出发点，就是要净化学术环

境。买“山寨洋院士”，暴露

出的是一些人的浮躁、急功近

利心态。用唬人的大帽子谋

取学术资源的灰色地带，特别

需要消除。

警惕伪教育专家
“毁”人不倦

近日，多段“教育专家”家访时斥责学生“玩物丧
志”，要求学生亲手丢掉或者砸毁心爱玩具的视频走
红。广大家长须多些冷静、做好甄别，别让这些所谓
“教育专家”打着“为你好”的旗号越俎代庖，破坏亲
子关系，毁了孩子的童年。

（王 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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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乡村孩子爱上阅读
□刘 堃

作为教育部门的挂职干部，我在村里入户走

访的过程中，常与家长聊起孩子的学习问题。有

的家长和我说，孩子放学后，要么在村里四处闲

逛，要么在家里看电视、刷手机，就是不爱阅读和

学习。他们对这些问题感到很头疼，不知如何改

变这一现状，又苦于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听

之任之。

其实，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而言，父母在主

观思想上很重视孩子的学习，由于自身受教育

水平有限，在客观实际中不知道如何让孩子爱

上学习。家里既缺少阅读的环境，也缺少阅读的

条件。一些家庭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更不用说

父母陪伴孩子一起阅读。而对于城里孩子而言，

有的家里就有书房和丰厚的藏书，外面也有大大

小小、设施优良的公共图书馆，而且城里孩子父

母的受教育程度也较高，懂得如何引导孩子阅读

并爱上阅读。乡村孩子在这方面的资源就比较

匮乏。

在我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给乡村

孩子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营造浓厚的阅读氛

围。因此，有必要在村里建立“农家书屋”之类的

文化场所，并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逐步培养

起他们读好书、好读书的兴趣，帮助他们在阅读中

增长见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树立志向。具体

而言，要着重做好两点：

一是要有专门的场所。如果村集体有闲置房

屋，可以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用作书屋，在屋里放置

几个书架、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如果没有闲置房

屋，可以把会议室兼作书屋，放置几个书架，不开

会时就将其作为学生和村民阅读的地方。书籍的

来源可以用村集体资金购买一批，也可以联系一

些图书馆，请他们捐赠一些旧书。书的类型要丰

富一点，既要有适合中小学生读的，也要有适合村

民读的。政治类、法律类、文学类、艺术类、历史

类、农业类、生活类等书籍都需要配一些，关键是

要通俗易懂。

二是要有丰富的活动。书屋建立起来如果不

能很好地利用，就难以发挥其作用和价值。一方

面，可以将书屋作为学习的场所，周末全天候开

放，号召村里的学生到书屋进行集体自习或阅读

分享。到了寒暑假，也可以让返乡大学生为中小

学生开展义务的课业辅导。另一方面，可以利用

书屋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开展农民培训。比如，邀

请农业技术人员为村民讲授最新的农业生产技

术，邀请教育专家为村民讲授教育孩子的理念和

方法，等等。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新闻回顾 有媒体报道称，临近高考，一批“励志演讲家”纷纷受邀给学生

提振士气。高考励志演讲很有“市场”，但在学生那里却是另一番感受：网络帖子

中就有“励志演讲无聊”“搞得像传销”“浪费时间”等批评。有人质疑高考前这一

类加油鼓劲的形式究竟能否产生积极的教育效应。

▲

考前“励志演讲”缘何惹争议
考前励志别用力过猛 高中阶段

该如何励志

□付 彪

高中阶段意味着学生将面临更大的

学习压力，也将面临人生的重要选择阶

段。尤其是进入高三，所有的学生都铆足

了劲，备战和冲刺高考。适时举办励志演

讲这样的活动，为学生加油打气，是教育

的应有之义。但要警惕的是，在功利主义

观念的驱使下，某些“励志演讲家”将高考

与成功直接挂钩，将演讲内容异化成了

“打鸡血”，让学生眼里看到的只有学习，

心中想到的只有成绩，根本感受不到什么

才是真正的励志。

比如，有的“励志演讲家”鼓吹“场上分

秒必争，场下掌声热烈”，与过去一些高中

喊出的“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提高一

分，干掉千人”等口号是一样的，还是熟悉

的“配方和味道”。去年2月，某“教育专家”

在安徽省庐江中学作励志演讲时，短时间

内输出诸多“毁”人不倦的观点，结果引发

学生不满，话筒被学生抢走。那些性别歧

视、金钱至上等扭曲的观点，无疑偏离了教

育的本质。对于类似的励志演讲，学校和

学生都应加以抵制。

高中阶段的励志教育，不需要将高考

与成功挂钩。正视高考的重要性，并为之

努力和拼搏，是正常的，但人生并非只有

高考一条路，或者说并非只有考上名校才

算成功。许多成功人士之所以成功，也不

全是取决于高考成绩，而是源于人生路上

的不断努力和追求。励志教育应当摒弃

应试思维模式，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

观，培养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始终保

持积极进取的心态，而不是贩卖心灵鸡

汤、人为制造学习压力。

特别是对于高三学生来说，真正有价

值的励志教育，是帮助学生着眼当下，引导

他们找到学习上的痛点难点并逐一攻克，

努力摆脱学习上的困境，针对考前冲刺阶

段“该做什么、怎么做”，为他们提供有针对

性的方法指导，而不是强调“分秒必争”“往

死里学”。

□李 平

每逢大考，须有静气。考前励志非常有必要，

但需要把握好“度”。且不说那种“千场一面”的励

志演讲未必能走进学生心里，在这考前冲刺的关键

阶段，助考仪式太高调反而会让学生对高考的紧张

“情绪值”拉满，其本身就不是科学的做法。

高考是莘莘学子人生中的一场重要战役，同

时，它也是学生漫漫人生路上的关键一步。如何正

确看待这场考试，做到以平和的心态应考，确保在

考试中发挥稳定，这不仅考验着每一名考生，更需

要家校携手，给他们提供“恰当的支持”。

考前过度焦虑可谓高考路上最大的“绊脚

石”。考生在紧张的系统复习过程中，不仅要承受

学业上的压力，还需要应对来自外界的各种无形

的压力。在本就紧张的氛围之下，学校、家长如若

应对不当，很难说某个因素就会成为引爆“火药

桶”的引信。比如对高考重要性和意义的过分渲

染，父母小心翼翼、紧张变形的肢体语言，或者某

些刺激性强的话语等，看似打着“助考、激励、关

心”的名义，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只会激发考生

的紧张情绪。

要让学生提高压力阈值，保持良好心态，需要

从平时的点点滴滴做起。强化对高中生的生涯教

育指导，教会学生客观看待自己、理性看待高考，合

理规划未来的学习和职业道路。考前动员以心理

疏导、减压赋能为主，淡化分数、名次等，重在引导

学生聚焦复习的过程，摒弃杂念、调整身心、有条不

紊，静心备考，细心应考。

有心理专家指出，考生压力90%来自父母。临

考阶段，家长尤其要注重情绪管理。家长务必要

放平心态，给孩子营造一个轻松的迎考氛围。到

了这个阶段，孩子的成绩已基本定型，家长不宜再

对孩子抱有盲目的、过高的期望，根据孩子的实际

情况预估合理的升学目标，并鼓励孩子向着目标

冲刺，平时注意给孩子积极的心理暗示，增强孩子

的自信心。

今后，考生还会经历一场又一场的“大考”，不

妨把高考当作一次历练，跨过这一关，必将迎来内

心更加强大的自己。

家校携手，提供“恰当的支持”

□丁慎毅

临近高考，一批“励志演讲家”奔赴各地多所高

中演讲，这不像帮忙，更像添乱。

考前考生容易出现情绪紧张、对考试失败过度

担忧、注意力稳定性降低等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出

现记忆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学习效率下降、复习效

率不高、人际关系失调、自信心降低等状况。在这

期间，也往往容易因家长唠叨等因素导致亲子关系

变得更为紧张。

在此背景下，考生最需要的是学会调节情绪，

坦然面对现实，敢于挑战未来。但是，“励志演讲

家”的演讲能带来什么？过度“打鸡血”反而使考生

过于亢奋，影响考前情绪的稳定，更不要说一些“励

志演讲家”演讲内容的价值导向还存在问题。

比如，一次在福建石狮某中学的演讲中，演

讲者抛出“你一分钟能鼓掌多少次”的问题，师生

纷纷参与挑战，最终所有人都超越了自己的目

标，最多者鼓掌达 300 多次。通过设计这一环节，

演讲者告诉学生：唯有全力以赴，坚持不懈，才能

创造奇迹。这样的“鸡汤”，“喝”的时候或许会上

头，“喝”后回到教室面对现实，考生反而会有更

多的失落感。

这并不是说考前不需要适当的励志，但不能用

力过猛。80 后的个性与90 后不同，90 后的个性与

00后不同，即使同是00后，各考生的心理状况也不

同。励志需要大数据支持下的因人而异，而不是像

这些“励志演讲家”拿着统一的“鸡汤”模板，制造必

胜的假象。

相对而言，教师是最了解学生心理状况的，只

要把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其实不必舍近求远请

来“励志演讲家”。退一步说，即便是邀请校外知名

人士来给学生鼓劲，也得先做好甄别，了解清楚对

方是“真英雄”还是“假把式”。

不管是家长、学校还是社会，如果爱考生，就要

信任考生，尊重他们的选择权和自主权，而不是用

力过猛地给他们投喂所谓的“励志鸡汤”。毕竟，只

有考生觉得好才算好。

●为什么“水刊”“水博”“野鸡大学”“山

寨科学院”引人反感？因为这些投机取巧的

伪学术行为破坏了学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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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来的“院士”岂能大行其道

科创比赛不是“拼爹”游戏

●让真正的科学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

根开花，科创比赛才能以赛促学、以赛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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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前不久，第39届上海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奖名单公

布。有声音指出，这份名单中，

个别获奖作品“已达硕博水

平”，其中一项一等奖作品标题

中的“蒙特卡洛算法”，据称曾

经出现在考博的专业题中。对

此，主办方之一的上海市科协

回应称，已经开展调查核实。

究竟是真“天才少年”还是

“狐假虎威”？这个问题只能交

给调查组去费心。不过，这些

年来，中小学科创比赛越来越

“卷”却是不争的事实。蒙特卡

洛方法、表面肌电、芯片集成、

机器视觉……获奖课题中，有

诸多连大学毕业的人都感觉非

常陌生的关键词。一些中小学

生的知识结构和创造成果已经

达到硕博水平，这确实是叫人

惊奇又讶异的事。不排除参赛

中小学生中确有天分高于常人

之人，但十几岁孩子研究出来

的作品，集体达到硕博水平，简

直超乎想象。

力所能及地参与科创比

赛，对于孩子来说，既能提升科

学素养、训练科学思维，还能倡

导科学精神、彰显科研价值，确

实大有裨益。但前提是，榜上

有名的“神童”确实参与了这些

科研且发挥了主要作用。如果

只是“挂个虚名”，这种从小就

开始耳濡目染的学术不端，不

仅破坏了规则、带坏了风气，也

戕害了孩子的世界观和认知。

尤其是在涉及优质教育资源配

置的过程中，科创比赛沦为“拼

爹”游戏的危害，突破教育公平

的底线。

公众的担心，并非杞人之

忧。媒体在调查中发现，不少

中小学科创比赛中，“成人痕

迹”明显，既有从事科研工作的

家长上场，帮孩子操作选题；也

有培训机构提供一条龙服务，

宣称从动手实验到写作研究报

告，都有高校博士生安排。不

久前，北京邮电大学15名研究

生联名举报导师事件也引起了

社会热议。网友晒出的举报内

容显示，导师郑某曾要求学生

帮助其女儿参加某科技论坛活

动，称该比赛能够对其女儿的

升学提供特殊贡献。再比如

2020年，“昆明一小学生研究

癌症获奖”引发质疑，后涉事小

学生的父亲——中国科学院某

研究所一名研究员公开道歉，

称自己“过度参与了该项目书

文本材料的编撰过程”等。

2022年，教育部等四部门

印发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

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明确

要求竞赛以及竞赛产生的结

果不作为中小学招生入学的

依据，进一步健全面向中小学

生的竞赛活动管理制度，坚持

素质教育导向，更好地发挥竞

赛活动的育人功能。不过从

眼下来看，还有两件事需要持

之以恒。一是除了砍掉一些

不必要的比赛，还应加强对现

有比赛的监管。眼花缭乱的

赛事、瞠目结舌的“成果”，总

要有人出来管管，尤其是主办

单位与监管单位要真正负起

责任。二是将科创比赛与教

育资源配置剥离，坚决不让社

会实践、竞赛获奖、科技创新

成为助燃“升学焦虑”的兴奋

剂。有科研资源的家长直接

代笔，没有的就花钱找“外

挂”——这种乱象的根源，说

到底还是多元化招生的趋势

让家长看到将科创与升学挂

钩的投机可能。移除兴奋源，

才能缓解真焦虑。科创比赛

一旦在升学等环节丧失了“性

价比”，家长和培训机构自然

也就不会再“动心思”。

科创比赛不是“拼爹”游

戏。科研与创新，贵在实事求

是。让真正的科学精神在青少

年心中生根开花，科创比赛才

能以赛促学、以赛提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