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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我本来就不想当科学家”
退出泰山学堂的一名大学生表示更喜欢原来的专业
本报记者 徐洁 见习记者 李钢

全省业余记者

评选十佳

本报讯 第17届“山

东省业余记者十佳”暨“山

东省优秀业余记者”评选活

动，自即日起开始报名。

这项评选活动由大众

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主

办、青年记者编辑部承办。

该活动主要面向全省各级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军
队以及其他各行各业从事

新闻报道的工作者，旨在提

升我省新闻通讯员和业余

新闻工作者的素质，推动我

省新闻宣传事业的发展。

参选报名截至2010年
12月31日。评委会由大众

报业集团、山东省新闻工作

者协会、山东省新闻学会的

有关领导、专家组成。2010

年1月公布获奖名单。咨询

电话：0531-85196066。登

录www.qnjz.com可下载评

选说明和参评表格。

(青记)

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透露：

教育问责将指向“门外汉”官员
本报济南11月9日讯(记

者 徐洁 实习生 王萌)9

日，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

山东教育社共同举行的研讨

会上，多位教育专家就高考加
分、高考改革等展开激辩。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建议，高考应改为分层分类进

行，高职高专学校录取时可以

单独考试，没有必要与清华北

大竞争，而高考每年多次举
行也将减轻学生压力。

“高考改革为什么不能

像托福一样，让学生一年有

多次高考机会？”杨东平认

为，高考分层分类考试应是

未来高考改革的一个趋势。

他建议，高职高专学校、研

究性大学分别命题、考试、

招生，“要考高职学校的学
生没有必要与考北大、清华

的学生一起竞争，单独招生

至少可以将一部分学生解放

出来。”

对于社会上对北京大学
“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实则

为高校生源竞争的质疑，杨
东平认为，高校招生竞争是

一件好事，也是学校自主权

不断扩大的体现。

近年来各个省份出现的

高考加分造假现象，也引起
与会者热烈讨论。

“就像跑800米，枪还没

响，有20个人已经在前面跑

了，你说这还有什么赛头？完

全不公平的竞争。”基础教育

研究专家王晋堂说。

“弄虚作假使加分失去

了信任。”不少与会专家认

为，教育部高考加分政策应

当改革。

“现在中国的教育遇到

的问题，实际上可以分为两

个方面，一个是学生自主成

长发展的空间怎么去扩大，

另外一个方面是政府对教育

管理如何去规范。”中央教科

所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学生

负担过重、自主空间小的问

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

“学校‘婆婆’太多，各级政府

都可以对学校发号施令，这

实际上就是政府对教育的管

理没有规范。”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

志勇透露，今后，教育问责制

度将转为对不懂教育的行政

官员问责，使教育真正回归

到应有的轨道。

9日，记者从山东大学泰

山学堂办公室获悉，两名退出

的“泰山生”分别来自软件学
院、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泰

山学堂办公室一位老师告诉

记者，“两名退出的学生中，一
个是上过几天课后退出，另一
个在开课之前与我们作了沟

通，感觉自己不喜欢泰山学堂

的教学方式，就选择了退出。”

选择退出的孙健(化名)

是控制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动

化专业2010级新生，他的数

学高考成绩是146分，满足了

“参加2010年高考，原始成绩

列所在省份理科前两名或单

科成绩特别优秀者(数学145

分以上，或理科综合230分以
上)”的条件，“觉得有这个机

会就去试了试，这没有什么错

吧？”孙健说。

开课前夕，孙健征求了许

多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决定退

出泰山学堂。孙健说，他更喜
欢自动化专业，这也是他高考

的第一志愿，而对物理取向则

不是很感兴趣。当记者问他退

出有没有未来就业的顾虑时，

孙健说，“这个顾虑不大。”他

还告诉记者，“这不是我父母

的意见，他们是老实巴交的农

民，让我自己做决定。”

在泰山学堂可以得到8

年的“本硕博”连读，而且每年

的培养费是普通大学生的10

倍，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术

氛围，一流的学习条件，令很

多人羡慕。所以决定做出后，

孙健面对过很多的不解。

孙健看到泰山学堂简介
中有这么一句话——— 有志于

从事基础学科研究，有志于成

为世界一流科学家，“我本来

就不想当科学家，科学家需要
付出多少？那么好当吗？”孙健
表示，他只想尽自己努力把学
业搞好，努力生活好，不辜负

父母的期望。

另一名退出泰山学堂的

学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他

向老师透露，被关注让他压
力很大。

两学生退出泰山学堂

应当尊重

独立思考的选择
本报评论员 沙元森

在很多大学生看来，

泰山学堂简直就是成功的
摇篮。两名大学生却毅然
选择了退出，随之而来的
是旁人的吃惊、不解。

对于立志做科学家的
大学生来说，泰山学堂几
乎提供了最优势的教育资
源，堪称成功捷径，但对于
志向不在于此的学生来
说，反而会因为这些超乎
寻常的投入倍感压力。两
位大学生做出了关系人生
前途的选择，应该不是一
时的冲动。对于年轻人的
选择，我们应该给予尽可
能多的理解和支持。

成为科学家固然是成
才，不能成为科学家也一
样可以做出一番事业。“钱
学森之问”曾经引发了全
社会对于教育的反思，不
少大学都制定了培养大师
的目标。但能否培养出大
师又不仅仅取决于学术水
准的高低和教育资源的投

入，有没有一个先进的教
育理念可能更为关键。

这个先进理念不一定
非要很超前，回到传统的

“因材施教”也未尝不可。

培养科学家不是培养一个
技工，学生对此不感兴趣，

再优秀的教师也很难获得
成功。如果两位学生只是
迫于家庭的期望或者社会
的成见，在自己不喜欢、不
适合的领域里随波逐流，

这不仅是教育资源的浪
费，更是人才的浪费。

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
碑铭中提出过“独立之精
神，自由之思想”，这些话
语在大师稀缺的年代依
然有着宝贵的价值。两位
刚刚迈进大学的年轻人
或许还不够成熟，但在他
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比
成功更可贵的独立和自
由。所以，对于两位“泰山
生”的退出，我们也不必太
惊诧。

“泰山生”在上课。 徐洁 摄

华东六省一市

机关工会研讨会

在济召开

本报讯 10月25日，

第七届华东六省一市机关

工会工作研讨会在济南召

开。来自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福建、江西、

山东等省市机关工会工作

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专题研究探讨了

机关工会工作的理论与实

践问题。参加研讨会的代

表联系各自的实际，从不

同角度认真分析了新形势

下机关工会工作面临的新

情况、新特点；研究了机

关工会工作中存在的突出

问题和改进措施；交流了

做好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并对今后如何推进机关工

会工作上水平进行了深入

研究探讨。

通过交流，大家形成

了共识，对进一步推动机

关工会工作创新发展，组织

动员广大机关干部职工建

功“十二五”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张安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