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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 评

透 视

近日，财政部负责人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国
家财政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数据显
示，2012年至2016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包括
财政性教育经费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累计接近
17万亿元，其中，2016年达到38888亿元，是2012
年的1.36倍，年均增长7.9%，占GDP比例自2012
年以来连续 5 年保持在 4%以上（2016 年达到
4.22%）。2016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一半以上用
于义务教育，一半以上用于中西部地区并向农村
倾斜，一半以上用于教师工资福利和学生资助。

数据表明，国家在教育投入领域举国家之力、
社会之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得到保障，体现出教
育的基础性、战略性、先导性地位，为教育强国建
设打下了坚实的资源配置基础。

教育通常被认为是伟大的平衡器、个人成功
的关键因素，教育财政关乎每个学生可得到的
教育资源，影响学生接受到的教育质量。新时
代下，为逐步解决教育领域主要矛盾，建设教育

强国，就需要教育经费的支出和使用点面结合
与目标精准。

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
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我国生均教育
经费支出保持较快增长，2016 年农村普通初中、
小学、幼儿园生均教育经费支出依次为 1.44 万
元、1.08 万元、0.61 万元，分别比 2012 年增长
50.2%、51%、51.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建成覆盖城乡
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立城乡一体化义
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等方面向农村倾
斜，率先在县（区）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政
府应成为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体系的规划者、
条件的保障者、标准的制定者、服务的提供者、
公平的维护者、质量的监管者。经费保障是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是城乡教育协同发
展的基础。城乡教育一体化绝不是城乡的同质
发展，而是以城带乡，发挥城市优质教育资源的

辐射作用；以乡促城，发挥农村教育特殊资源的
比较优势。用统筹规划、适度倾斜的管理体制
机制，用双向沟通、良性互动的办学体制机制，
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

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重点支持中西部
地区以及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
区。2016年，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的84%
左右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的最初分配
受到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的强烈影响，其最明显
的不公平之处在于教育机会常常受到学生家庭背
景的不恰当影响。教育脱贫是最持久的脱贫，同
时也是教育公平的应有之义。促进教育公平的财
政政策，强调所有学生不仅享有公平的入学机会，
同时也享有公平的成功机会，保障所有人都拥有
同样的合法权利、享受有利于自身的教育权益。
有效、精准的教育经费支出和使用有助于教育的
脱贫攻坚，能有效促进教育公平。

（作者薛二勇，原载《中国教育报》，有删改）

日前，有多名网友发微博称，
2018 考研数学出现“神押题”，考
生怀疑发生泄题。令人欣慰的是，
教育部的反应速度、调查速度都和

“神押题”有着神一样的匹配度——
网友的爆料是在上午，而当天中午
教育部考试中心工作人员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就已经表示第一时间整理
了相关视频的原件、截图和PDF文
件，提交给了相关业务部门紧锣密
鼓地展开调查。更神速的是，当天
晚上调查结果就已经公布出来，教
育部考试中心回应称，经中心组织
有关专家，对视频等材料进行研判，
确认所举的例题均与实考试题不
同。该教师及视频中所提及的老师
均未参与 2018 年研究生招生考试
数学科命题工作。

网友质疑了、调查清楚了、回应
公布了，这件事也就应该到此为止
了，这正是一个合理、正常的发展顺
序。而回顾前些年，在面对舆论关
注的热点事件、突发事件时，我们的
一些政府部门可以说是后知后觉、
拖拖拉拉，结果导致一些原本没啥
毛病的事件谣言满天飞。而教育部
在此次事件中的反应速度，当然值
得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只有相关部
门及时发声、迅速调查，给出真实的
权威结果，才能答疑解惑，避免群众
关注的事件不断发酵，产生本不该
有的负面影响。

（作者庞岚，原载《法制晚报》，
有删改）

近日，记者接到多名学生和家
长反映，西安城市建设职业学院拿
贫困补助的大一学生被要求寒假到
外地打工，辅导员说，如果不去会取
消补助、将来缓发毕业证。（12月26
日《华商报》）

国家给贫困生生活补助，只需
要一定的贫困学生认定手续，并没
有其他附加条件。国家下拨补助
金，学校只是代发，无权以任何理由
取消或扣发。学生当然可以在寒假
勤工助学，但这是学生的自由，教
师、学校无权指定。

据往年在老师组织下去上海
某电子厂打工的同学介绍：“一天
工作 10 个小时，每天的工作就是
在流水线上给手机装主板”“每天
1000部”。

曾有媒体报道，苏州一家中介
机构工作人员透露，根据行业惯例，
自己跟高校老师签署了相关协议：
按照人数，从学生工资中给学校提
成。既然有“行业惯例”，说明这个
市场不小，且比较成熟。而在学生
血汗钱中提成的行为不仅有违师
德，更涉嫌违法。

学校、教师动辄以取消补助、缓
发毕业证相要挟，是否说明，国家下
拨的补助金，学校可以不按政策规
定发放？而个别高校敢拿毕业证卡
学生，是否也折射着某种程度上的
监管失职？如果这些深层问题不能
解决，恐怕难以消除“学生工”现象。

（作者马涤明，原载《新京报》，
有删改）

快要期末考试了，有中小学生的中国家庭，往往
弥漫着紧张气息。陪读“气到崩溃”的爸爸妈妈们，
嘶吼声根本停不下来。一份《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
力报告》称，中国学生日均写作业时长达2.82小时，
是全球平均时长的近3倍；超过九成的家长有陪孩
子写作业的经历，其中近八成是天天陪。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约1.42亿人，家长
翻倍，要是算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老师们，被裹
挟进“作业”洪流中的成年人，称得上浩浩荡荡。中
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成难以痊愈的全民痛点，以
至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解决中
小学生课外负担重”列为非补不可的“民生短板”。

面对“痛点”，教育界一直在想办法，比如重庆教
委刚刚出台新政：学校不得要求家长代批作业，试点
每周无作业日。这些年，隔三差五便会有数瓢凉水
泼向沉重的课业负担，却效果不彰，甚至火上浇油。
比如：小升初统一考试取消了，名校选拔却偷偷考上
奥数奥英了；学校减负了，社会上补课考证热却在飙
升，培训班得四处“占坑”，机构赚得盆满钵满，学生
负担不降反升……原因何在？终点高悬着应试大
锤，“谁减负谁倒霉”啊！

我们正置身于人类前所未有的大转折时代。“阿
尔法围棋”赢了所有围棋高手，少年天才柯洁代表人
类哭得稀里哗啦；谷歌工程总监库兹韦尔预测，人类
将在2045年实现永生；无人驾驶的汽车已经开上了

北京五环，一骑绝尘；每周中国有4亿份外卖，取代
了妈妈的味道；实体商店成了试衣间，支付宝让年轻
人身上没了现金……

人类习惯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正在被颠覆，
很多职业即将消亡，当下的中小学生，很可能是三更
灯火五更鸡背诗做题的最后一代人类——当机器都
会学习了，攒了12年的一肚子墨水，或许还不如一
串代码……一只“黑天鹅”的出现，就足以颠覆常识，
现在，人工智能日新月异，无数只“黑天鹅”漫天飞
舞，旧的教育方式还有多少回旋余地？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针对课业负担的教
育改革，不再是“技”的掂量，而是“道”的抉择。教育
者再不转身，再不警醒，就不只是误人子弟那么简单
了。“创新驱动”，绝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有的地
方，正在想以人工智能取代教师批改作业，这显然找
错了改革的方向。要想不被新时代抛弃，摒弃流水
线式“刷题”教育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刻不容缓，
这样急待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靠什么去和机器人竞争？生而为人最终的优势
是什么？除了作业又能倚仗什么才能授人以渔？不
让天真的孩子们在一盏盏孤灯下的心血浪费，不让
家长们筋疲力尽地陪读，还有很多题目有待成年人
去“刷”。改革节奏必须快一点，待创新去驱动我们
的基础教育。

（李泓冰，原载《人民日报》）

据报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日前
发布名为《数字时代的儿童》的 2017
年年度报告，其中提到互联网资源分
布不均有可能削弱数字经济时代儿童
的参与能力。这种现象在移动互联网
快速普及的浪潮下似乎让国人难以想
象。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最新
发布的数据：中国网民以10至39岁群
体为主，占整体网民的 72.1%。实际
上，“数字鸿沟”在中国的更多表现为

“旱涝不均”，大部分孩子可能都是早
早地触网，而少部分特别是贫困地区
的孩子则脱离于数字时代。

硬件条件障碍的消除并不意味着
孩子们都能够有效、合理地利用互联
网。数字时代的网络素养既是一种基
本能力，一种未来生活中必须掌握的
工具，也是一种综合能力。现在的未
成年人从小就沉浸在网络生活中，掌
握和使用互联网几乎成为他们与生俱
来的能力，而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社会
价值，创新出更多的知识和技术，则会
受到主流社会教育模式的影响。

当前的学校教育存在教育理念和
教育实践脱节的现象：在教育理念上
推崇素质教育，倡导挖掘个性和潜能；
在教育实践上，仍然围绕着考试升学
来组织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这种以应
试为导向的教育实践与网络时代数字
海洋带来的信息爆炸难以兼容。当
下，学校和家长对孩子上网还存有诸
多疑虑，认为孩子在网络上能够学到
的知识几乎和升学考试没有什么直接
联系。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
很多家长和教师对儿童花在网上的时
间感到担忧。看来，中国家长的忧虑
在国外也是一种普遍现象，其背后的
关键在于成长于“前数字时代”的成年
人无法理解数字时代的孩子。这实际
上已经成为阻碍数字时代青年人进取
的代际鸿沟，这种代际鸿沟在现实生
活中的表现就是学校教育对学生网络
素养的忽视，以及家长对子女各种网
络行为的严控。

如果说互联网是跨越界别的数字
桥梁，那么，孩子就是跨越未来的代际
桥梁，成年人作为桥梁的设计者和建
设者，不应墨守成规，而应该顺势而
为，更加开放地为孩子们打造一片包
容的数字海洋。
（作者田丰，原载《光明日报》，有删改）

“上交机可亮屏”“手机模型仿真上交专用可
亮屏”……近日，《北京青年报》记者发现在购物网
站上不少售卖手机模型的商家打出了“‘上交’专
用神器”的广告语，售卖的手机模型也由过去的黑
屏“升级”为可亮屏、可开机。

部分商家透露，购买这种模型机的人群中，
学生占很大比例，大多是为了应付学校收手机

时，避免交真手机而买来“顶包”的。某中学相
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学校而言，上课时收学生手
机不是目的，是希望学生不要过度沉溺手机游
戏，影响学习。作为老师，都希望孩子们不要做
低头族，抬起头来，关注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身
发展的定位。

（石向阳 绘，原载《中国教育报》）

“神押题”有
“神速回应”就够了

强迫学生打工
师德碎了一地

（张蕾 辑）

教育经费精准使用助力教育公平
国家在教育投入领域举国家之力、社会之力，教育事业优先发展得到保障，体现出教育的基础

性、战略性、先导性地位，为教育强国建设打下了坚实的资源配置基础。

如何面对
数字时代的孩子

靠什么纾解“作业压力”
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的时代，针对课业负担的教育改革，不再是

“技”的掂量，而是“道”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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