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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近一年高考时。近日，衡水中学一名

高三学生的演讲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不少

争议。在演讲中，这名男生情绪激昂地表露

心声：“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

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同样出生于农村，我对张同学的这番话，

第一感觉是感同身受。就拿我的高中同学来

说 ，考 上 大 学 和 没 有 考 上 的 ，命 运 截 然 不

同。上大学的，进城当老师，当公务员；没考

上大学的，进厂打工，做生意，还有人浑浑噩

噩过日子。高考，确实是人生中一个至关重

要的坎。

站在这样的角度，很难不认同那些身在

农村、为改变命运而努力读书的考生。没有

能力改变环境，就只能努力改变自己，有谁能

说这是错的呢？

但是，从教育的初心来讲，又让人不得不

警惕这套说辞。整段演讲听下来，充斥着“我

要成功”的打鸡血式口号。而这里的成功，近

一点是考出好成绩，远一点是考上好学校，找

个好工作，“抱得美人归”（“拱白菜”的寓

意）。如果这就是对成功的定义，那不仅太偏

狭，也证明了当下教育存在偏颇之处。

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读书是为了自我

实现，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首要是受教育者

在这过程中形成自我，成为一个人格健全的

人。没有健全的人格，就算拥有名校毕业文

凭，拿到年薪丰厚的 offer，又如何？而在这段

演讲里，对知识的追求仅仅是敲门砖，理想沦

为“到大城市拱白菜”的功利考量。说到底，

这不过是一碗让人莫名感动的心灵鸡汤，情

绪满满，却经不起追问。

可想而知，以这样的心态去拼搏、考试、

上大学，到头来很可能是这个社会多了一个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以如此价值观来

培养学生，培养出来的就可能会是胸无大志、

看不到“星辰大海”的人，这何尝不是一种失

败？

这当然不是一个人、一篇演讲的问题，需

要追问和反思的是教育模式。贫穷确实会限

制人的想象，而上学读书就是为了打破自我

封闭，看到更为广阔的天地。如果教育没有

发挥这样的作用，就说明教育理念、教育模式

出现了偏差，没有真正地启迪心智，提升人的

思想境界。

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可能每个人都有

不同的回答。但是，立志“到大城市拱白菜”，

吃香的喝辣的，显然不是一个好选项。

高考志愿里，应有星辰大海

从云南保护区出走的 15 头大象，这几

天仍一路向北，甚至逼近昆明城区。这些

天，这群大象受到人们关注，也吸引了一些

网络主播前往象群途经地点直播。其间，有

一名主播捡起大象吃剩的菠萝，用脚踩碎，

吃给网友看。这种哗众取宠的行为，遭到了

网友的谴责。

直播行业兴起后，只要有一部智能手

机，人人都可以当主播。只要有流量，就能

得到打赏收入。这就吸引了许多人冲入这

个领域，加入追逐流量的大军。一方面，短

视频平台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应该肯定；

但另一方面，泥沙俱下，直播内容中出现了

不少令人不堪的情节。

这种为了博眼球而突破下限的直播内

容，已屡见不鲜。问题是，尽管许多网友认

为这是哗众取宠，有些主播却并不以为然，

甚至有意为之。这大概是因为，无论批评也

好、谴责也罢，都会给主播带来流量。

可见，这种病态行为背后，是直播平台

的流量机制在发挥着引导作用。主播是跟

着平台机制走的，流量往哪里去，主播就冲

往哪里。象群北迁是大热点，自然有主播想

跑到现场蹭热度。如果平台在审核内容时，

对这种明显有违公序良俗的吃播内容加以

限制，相信这些主播就没有干劲这么做了。

主播跑到事发现场蹭热度、搞直播，有

点类似于新闻记者跑现场采访。然而，网络

主播与新闻记者的区别是非常大的。概而

言之，这是一群没有专业素养的人在干新闻

报道的活，其效果可想而知。这不是说要给

网络主播进行新闻培训，而是说，在一个“人

人都可以当主播”的时代，如何提高他们的

专业素养，保证自媒体的内容输出不违背良

善的社会价值观，是当下一个需要解决的问

题。

那个捡起大象吃剩的菠萝接着吃的主

播，无疑是受到了流量分发机制的鼓励，又

缺乏专业素养和道德制约。要改变这种病

态现象，就要从多方面着手加以治理。有

“病”，就得治。

平台应肩负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从内容

审核、流量分发机制等方面入手，优化直播

环境，清理不良主播，而监管部门应从规则

和监管入手，在倡导多元化表达的同时，进

一步规范直播平台，防止劣币驱逐良币，遏

制逐臭式、秀下限的直播方式。

为流量而秀下限的直播，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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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作业帮”“猿辅导”被顶格处罚以后，

新东方、学而思、精锐教育等15 家校外培训机

构也受到顶格处罚。据人民日报客户端报

道，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6 月 1 日召开新闻

发布会，通报新东方等 15 家校外培训机构存

在虚假宣传违法行为，13 家校外培训机构存

在价格欺诈违法行为，课以顶格罚款，共计

3650万元。

“作业帮”“猿辅导”是在线教育的头部企

业，新东方和学而思是线下培训机构的执牛

耳者，可是它们却同样出现在处罚名单中。

所发现的问题大同小异，“虚构、夸大、诱导”，

如虚构教师资质、夸大培训效果、夸大机构实

力、编造用户评价等。

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直观地说明了问题

的严重性。深圳市蓝天教育培训学校宣传其

121 人教研团队中“超过 85%的老师来自 985、

211大学”，事实上来自985、211大学的仅有18

人，占比不到15%。某市新东方“名师风采”栏

103 名教师中有 76 名教师的实际教龄与宣传

不符，虚假宣传比例达到73.8%。

如此大比例的造假行为，该让整个行业

脸红。行业里几乎所有头部企业都栽倒在同

一个问题上，实属罕见，说明这是个共性问

题，是整个行业出了问题。

靠虚假宣传上位，这其实是个没有赢

家 的 恶 性 循 环 ，无 中 生 有 的 游 戏 谁 不 会

呢 ？ 自 封 的 头 衔 要 多 高 大 就 可 以 有 多 高

大，浮夸的辞藻要多漂亮有多漂亮，你能编

难道我就不能，最终无非比的是谁的脸皮

更厚。比完后呢，就是一地鸡毛，受害的还

是消费者。

教育是个良心行业，这个行业理应与弄

虚作假绝缘，与责任心紧紧捆绑。大家希望

看到的，校外培训机构扮演好教育事业的补

充角色。

校外培训机构需要从低层次的竞争中解

脱出来，回到自己该有的位置——满足市民

对教育的个性化需求。特别是头部企业，有

责任当好整个行业的表率，主动抵制急功近

利的诱惑。

要小心市场的未来被不诚信行为所透支

殆尽。大家都不讲诚信的话，市场就会越做

越小。人无信不立，校外培训市场也是这样，

不诚信者终会被抛弃。

这次监管部门出手重罚，其实是给了校

外培训机构步入良性竞争的一个机会，因为

单靠市场本身已很难扭转习惯性行为。这次

重罚释放了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合规化管理的

信号，也给超前超纲教学等可能存在的问题

敲响了警钟。

处罚是手段，整改规范是目的。教育机

构事关每个学子家庭的切身利益，使其回归

正轨，百姓乐见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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