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言两语

这些高考状元未来走上工
作岗位之后， 会不会成为看重
名利， 拜倒在金钱和石榴裙之
下的人？ ———郭元鹏

少消费“状元”博取眼球，

文化礼仪不是装的！

———图玉
看着这些坐在骏马上，还

有几分稚嫩的状元们， 真心祝

他们未来越来越好， 其他学弟
学妹们也天天向上。

———伍均以
取精华，弃糟粕，是人类文

化得以传承和升华的不二法
则！ 状元游街不免过于官僚，过
于对功利的崇拜！ 为什么古人
教导的谦逊在这里毫无体现？！

———刘晓管

评论里面一股酸味，很复
古，没啥不好吧。 人家只要大
学期间不荒废学业， 将来怎
么会找不到工作呢。 至于该
不该这样游街， 由他们自己
的选择与判断， 我们看看热
闹就好。

———孙建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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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状元游街是出荒诞剧

追问
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这些高考状元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们是
如何集合过来的？ 是虚荣心下的迎合，还是在父母
鼓动下，抑或是利益的诱惑下，是否想过个中对错
呢，当自己的十年寒窗，成为商业炒作的最佳素材，

是否想过这是对自身努力的亵渎？ 当自己奔着赐
封、人民币、《康熙字典》而去时，是否想过这是虚浮
功利对内心坚守的攻克？

我们到底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除了出色的
应试能力外， 是否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去辨别是
非？ 是否能够在众声喧哗的世界中，保持作为孩
子的纯真？ 是否在虚浮的成人世界，以个体的判
断来促进世界的整体向好？

析因
� � � �怨不得商家

不管是商业对状元的“绑架”，还是文化传统上
的因袭，关键都在于人们仍然没有扭转功利教育的
视角。昔日的状元是功成名就，要为官做相了，而如
今的高考状元不过是人生的开始，根本没有骄傲的
资本，现实中有多少状元都泯然众人矣？

然而，状元的炒作还那么多，只能说明这种炒
作还有市场。 从这个角度说，如今孩子教育是多么
不成功，为了一万块就“被卖了”，也没有状元说不，

原因就在于缺乏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

总的来说，“高考状元骑马受封” 怨不得商家，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试想，如果这样低级炒作的景
区，人们能够去抵制；奖励给学生的状元房，大家不
去争着购买，商家自然就会消停了，不是吗？

提醒
“全国性”是新动向

此次状元游街不再是地方性
的活动， 颇有升级为全国性活动
的趋势。 状元游街出现了一些形
式上的变化， 势必导致现有的应
对措施会有所失灵。 过去针对状
元游街现象， 考虑到主要是地方

政府和学校所主导， 因此应对多
以教育部门的内容约束为主，很
少甚至不会采取经济处罚等措
施。然而，此次全国性的状元游街
活动， 显然不再局限于教育部门
内部，原有的措施也许不再管用。

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变
化。 举办方这样做的动机有待查
清， 相应的处罚或应对措施也应
该出台，唯有与时俱进，对新情况
采取新策略， 此种与素质教育背
道而驰的活动方能减少。

呼吁
教改去除功利化

从
2004

年
7

月开始， 教育
部就反对“炒作状元”。 而相比无
关痛痒的规定，现实的各种利好
则是很多参与者无法舍弃的。 对
学校而言，放出自己学校有状元
的消息，基本上就不用担心来年
没有生源； 对于教育部门来说，

透露出当地出了状元，也不愁自

己没有教育政绩；而对一些企业
或景区而言，比如此次的皇城相
府，用状元来炒作，就不愁没有
旅游收入。

当“高考状元”与“高考经
济”变成一种孪生关系时，简单
的禁令是不可能有任何成效
的， 因为简单禁令难敌现实诱

惑。 教育的目的，从来都不是给
人提供炒作的对象， 也不是制
造“分数的囚徒”。 而当前的现
实，却步入了这些沉疴。 让教育
回归理性、 去除不必要的功利
化，让素质教育成为一种现实，

让分数崇拜走进历史等便应尽
早照进现实。

7

月
25

日，山西晋城，皇城相
府

2015

年全国高考状元敕封典礼
在此盛大举行。 来自甘肃、吉林、内
蒙古、山东、河北、河南、山西

7

省
市自治区的

10

名高考状元接受
“康熙皇帝”敕封。 上午

9

时，

10

名
高考状元身穿状元服，肩披大红花，

骑着高头大马， 进入皇城相府御书
楼广场，“康熙皇帝”敕封他们为“第
一甲状元赐进士及第”，每人赏“诏
书”一册、人民币

10000

元、《康熙
字典》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