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几何时
,

语文学科成为
“

被遗

忘的角落
” ,

语文教师似乎也成为
“

最

不吃香的老师
” 。

为什 么 听学生道

出其中原委 在各类考试中
,

语文成

绩是最不好把握的
,

好也
“

上不 了

天
” ,

差也
“

入不 了地
”

花多少精力

也增不 了几分
,

更不指望依靠语文来

提高总成绩
,

还不如 多背几个英文单
词

,

多做几道数学题
。

缺乏现 实的驱动 力是不 是语文

教师就无所作为 了 其实不然
,

语文

课有着其他学科难以 比拟的优势
,

承

载着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

还

有哪门学科能比 中文更好地做足
“

中

国
”

这篇文章呢 如果学生没有学好

语文的
“

外动力
” ,

那何不凭借中文

自身以及所表达的文化的魅力
,

把语

教育的本质
,

不 是要学生
“

分

秒必争
”

地学习 书本知识
,

而是通

过教育
,

让人类生活更美好
,

让人

格更健康和 完善
。

对于过往强调知

识记忆的教育
,

人们 已经清楚地知

道 了 其对健全人格的破 坏 力
,

可

是
,

只 是 因为单一的成功模式一一

考出好成绩
,

上到好学校
,

进入好

大学 —人们一直屈 服于应试教育

的威势
,

联系孩子与老师
、

父母的
,

似乎只 是
“

分数情
”

一一分数高就

是乖孩 子
、

好孩子
。

试 问
, “

超女
”

出现之前的教育
,

让 多少孩子还保

存着对纯真年代的温暖记忆

笔者看过
“

超女
” ,

对于
“

超女
”

选拔中
,

放纵未成年孩子
、

正在中

学求学的孩子 来报名 参赛
,

一直持

反对态度一一任何游戏
,

必须有游

戏的规则
, “

超女
”

的
“

祖师爷
” 、

西

方 国家的选秀节目
,

一直坚守着节

《 海教 汀 》 半 」



莫把科研当竞技(今日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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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  

  现在很多科研项目还没上马就等着拿奖，墨迹未干就送去评奖。把

获奖作为终极目标，这会助长浮躁之风。如果仅仅把科研当成竞技来处

理，那么出来的可能不少都是泡沫。科学技术真的要上去，必须依靠创

新的文化，而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创新奖赏。 

  科技重奖的激励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到底是冲着名利而来，还是

因为科学的追求使然，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结果。我们并不否认重赏

之下可以出勇夫，但是也要防止出来的是黄禹锡而非伽利略，近年来频

频爆出的国内学术造假丑闻已经敲响了警钟。 

  回顾科学史上的许多重大发现，可以看到，科学家们几十年如一日、如痴如醉地潜心研究，很多人生前潦倒一世，身

后才被追认，像伽利略更是为了真理献出了生命。这与我们今天某些按论文数目发奖金、科研立项时就盘算着能得几等奖

的学术心态相比，相去何止千里！          

  １９９２年在珠海召开的科技奖励大会上，一些科技人员凭借科技劳动一夜之间成为富翁。自此，“科技重奖”便成为

各级政府对科技、人才重视的实际行动标志。科技需要评价，像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５００万重奖，我认为就给得很好：

因为它崇高而且稀缺，吸引和激发科学家向高峰挑战；因为它奖金额度高，能产生重大影响力，有利于形成崇尚科学、尊

重人才的社会风气。类似这样的“科技重奖”少不得。但现在我们有必要建议减少科技奖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科技奖

励太多太滥了，每年科技进步奖就有几十项甚至几百项，各行各业和各级地方也都在等着奖励，很多科研项目还没上马就

等着拿奖，墨迹未干就送去评奖，把获奖作为终极目标，这是万万要不得的，只能助长功利的浮躁之风。 

  当前，对创新成果，全社会嗷嗷待哺，这种急迫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也的确需要营造一种你追我赶的竞争氛围，

 

  蔡子君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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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仅仅把科研当成竞技来处理，那么出来的可能不少都是泡沫。我们不否认合理的科技重奖能够有效地激发科研动力，

但是如果一味地依赖物质激励，甚至以泛滥的科技重奖来刺激科研工作者，也许会刺激出很多黄禹锡来。 

  是淡化名利还是强化名利，关键在于政策引导。只有政策首先冷静下来，社会才能冷静下来，这是当务之急。我们的

科学技术真的要上去，唯一可以依靠的是创新的文化，而不是撒胡椒面式的创新奖赏。现在全社会已经形成了对科学、知

识的崇敬之风，这是很好的民意基础，这种认识不会因为科技奖励的减少或取消而有所改变。 

  “利”字当头的科技创新是难以想象的。因为科技创新要求的是科学家全身心的投入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追求知识

的好奇心。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对于热爱和好奇心驱动的重视明显不足，我们的学生往往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甚

至连高考志愿都由老师和父母包办。 

  再者，科学怀疑精神的重新树立也不能忽视。科技创新，无不始于对原有知识的怀疑。但是我国自古以来，对学子的

要求是“替圣人立言”；时至今日，人们仍是宁愿寻找或者制造可以依赖、迷信的“权威”，这与创新思维是对立的。科技创

新光靠号召是不行的，也不是光靠投入钱就可以解决的。对于创新动力而言，物质刺激只能收一时之效，长远之计还是在

于创新文化的培养。我们必须在力求上进的同时克服急躁情绪。要造高楼，首先得挖地基。 

  （作者为中科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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