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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读书，考试取得个好成绩，上个好学校，毕业后找个好工作。 这是一条“成功”的直通道，也是在校学

生们的共同愿望。梅

貽

琦先生任职清华大学校长时期，清华学生有三难：进校门难，读学分难、出校门难。清华

对教学质量的要求严格，北京协和医院也一样。有位学生用手电筒观察病人巩膜是否黄染，而非自然光，主考

老师给了他 59 分，就这一分之差，学生过不了关。协和的教授对自己、对学生都能严格要求，他们这样做是正

确的。 文革推崇张铁生交白卷，不仅荒谬，而且误人子弟。

自古以来，考试被公认为是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 然而，考试也会出现很多问题。 近日里，读了中国

台湾大学一位教授写的文章。 他写道：“在台大教学 18 年， 我最担心的学生是每科都拿第一名的传统好学

生。 ”为什么？ 考试追求好成绩有什么不对吗？ 教授讲了一则故事。 台大一名学生从高中到大学，考试成绩漂

亮，金榜题名，是“书卷奖”得主。 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后每科成绩都是“A”。 然而，一门必修的重要课程他上

了几个月就退出了。 美国同学和老师认为不可思议。 来年，他再次选这门必修课，虽然加倍努力，考试只得了

一个“B”。这是他第一次拿到了一个不是“A”的成绩。究其真相，原来是这位学生怕拿不到“A”，最初不敢攻读

这门重要的必修课程。“B”的成绩让他沮丧。 他去见美国指导教授时抬不起头来，而教授泰然地说：“从今日

起，你再也不必为拿“A”而念书，你总算可以放胆去做更重要、更有价值的事了” 那么，什么是更重要、更有价

值的事？ 答曰：“去犯错和创新，凭借课本教你的基础，去犯错误，尝试创新，这才是有价值的。 ”这是美国教授

给这位台大学生上的最珍贵的一课，也许是在我国一般大学里没有教给学生的。

台大教授之所以担心那种类型的“传统好学生”，不是因为他们每科都拿第一名，是担心他们背上包袱。

害怕拿不到“A”而丢面子，因此造成了保守的心态，妨碍了自己潜能的发挥。“好学生”不自觉地陷入误区，偏

离了追求知识和真理的正确目标。回想我在巴黎期间，曾有机会见到几位中国留学生。他们很苦恼，做不好研

究，又不愿放下架子求教，或者不够下功夫做好研究，却冥思苦想，揣摩如何写好论文。他们是国内的尖子，怕

丢面子，令我吃惊。 环顾欧洲学生，他们不怕被别人笑，敢提问题，敢发表意见，能发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中

国的留学生不敢开口，显得拘谨。为什么要到美国求学？为什么在去美国求学之前，从来没有发现过？为什么

从外国的文化反射出来，才能看清自己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不应该过多地责怪那些可怜的“好学生”。 他们是应试教学诸多弊端的替罪羊。 在现行的升学

制度下，游戏规则就是“谁会考试，谁就是赢家”。 由此可以走向另一个极端。《南方周末》2013 年 10 月 10 日

一篇报道，读来瞠目结舌。 一所衡水中学，2013 年有 104 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独占清华、北大招生人数的

80%。那些学生的照片张贴在街道墙上，一字排开。这是一家地道的“超级高考工厂”，把学生放在生产流水线

上，把工业生产管理移植到教育。学生的起居学习都严格控制在校方规定的时间表上。“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

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即使站在操场上，学生手中都拿着书本在朗诵。跑步操练，稍有间隙就开卷学习，学

生发呆、吃零食、尿急上厕所，都会被记录、被扣分。悬在学生头顶上的“道德律令”是“衡中三问”：我来衡中做

什么，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样。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校长本人的真实思想，他要学生做个什么

样的人。校长有一句话：“我们学校要出更多的吴仪、要出更多的鲁迅。”让我们读一读鲁迅缅怀他那位日本解

剖学老师写的文章，让我们想一想鲁迅一生的历程和所接受的教育。 衡水中学这般教育模式能造就鲁迅吗？

我不信这个邪。 我们国家处在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时期，正在大力扶植创新人才。 把衡水中学推上“封神”之

路，说明教育界思想认识之混乱。

应试教学是强制性灌输，不给学生思考的时间，一味地给出标准答案，不让学生独立思考。应试教学压制

创新思维，追求的是升学率。 应试教学可以训练出一大批有执行才干的技术人员。 他们能复制别人的研究成

果。 然而，精英教学重在培养有创新思维能力、有开拓精神的科学家。 首先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的能力，独立

思考的创新思维能力是培养出来的，不是训练出来的。要学会做研究，如同探索一个无底洞，研究的回报比较

慢，有风险，是更大的挑战。所谓“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是不断寻求突破，继续为下一代积累新知，以创新造福

人类，这才是追求知识的本质。 我希望那些“传统好学生”在进入北大、清华后，也能清醒地自问：“来北大、清

华做什么，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我也相信北大、清华的教授们能够教给这些学生在衡水中学没有教给他们

的“重要一课”。 这也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师们需要十分重视的大事。 说到底，办大学的目的，一是学术研究，一

是造就人才。 要办好大学，师资是第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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