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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没有对大学的希望，就不可能写这本书。
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曝光，不是存心和大学过不去，而是说出大家想说的话。
”　　2004年，我在《大学有问题》一书中，写下了上面的话。
　　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里，也正是这句话，让我一直关注中国教育的每一个举动、每一次发展与变
化。
这种关注，有了2005年《体制迷墙》一书的出版以及眼下这本《教育熊视》的面世。
　　客观的说，我国的教育，确实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近日刚刚公布的2007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到2007年底，“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肓人口——覆盖率
达到99％；高中阶段毛入学率66％，比2006年提高6．2个百分点；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已经达
到2700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23％。
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可大书特书的教育成就。
没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教育还维持着1999年前的发展速度，可能到今天，有10个百分点的高等教育适
龄人口不能像现在这样享受高等教育。
　　但，这仅仅是现察教育发展的一个角度。
这样的教育中，办学者的治校理念如何、教师的生存状态如何、受教育者接受的教育质量如何，换句
话说，也就是校长是不是有教育家的情怀，教师是否还坚守师道尊严，学生能否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大学生是否为有这样的教育机会而高兴、满意⋯⋯所有这些，是观察教育发展的另一种视角。
　　每次，我以后一种视角去观察发生在身边的教育事件时，都无奈地发现，一些办学者、教育者并
不是以这样的教育视角去考虑问题，或者仅有很少这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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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传媒报道的最具标志性的教育事件为观察对象，以民间视野为观察立场，以知识分子的独立
思考为观察视角，围绕中国教育近年发生的令人莫衷一是的言说，使人眼花缭乱的事件，清晰而坚定
地阐述作者对中国教育的观察、思考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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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著名教育问题研究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主编、编著、著作图书18种30版次，包括《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步入大
学》、《大学生创业》、《直面就业》、《迈向成功——大学生择业实用手册》、《青春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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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改——是否顺应民意？
　　“教育成功”事件教育部部长周济2007年1月19日在海南大学表示，近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无论是在办学规模还是在教学质量上都有了更快的发展。
周济说，1998年中国高校招生规模仅为108万人，2006年达到了540万人；2006年，中国高校在校学生、
科研经费分别是1998年的4倍和6倍。
同时，中国高等教育在国际上属于比较先进的水平。
2007年10月18日，周济再次表示，“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这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
的跨越，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质量优秀的教育事业”。
　　“研究生教育”事件《中国青年报》2007年4月24日报道，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2007年起取消两年
制硕士研究生，全改回三年制，在校读研者想要两年毕业除非在校特别优秀。
　　2007年10月初，《中国青年报》与某网站联合开展了一项调查，共有7730人参与，其中在读或已
毕业研究生4865人。
调查显示，52．9％的人认为现在读硕士研究生不值。
读过研的受访者中，35．6％的人表示后悔；54．5％的人认为，读研还是工作，每个人应该视自己情
况而定。
　　浙江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从2007年起，对研究生招生数量进行明确限制。
浙江大学要求每位导师每年招收硕士研究生不超过3人，博士生不超过2人；中国人民大学要求任何导
师每学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总数不得超过3名，学校将逐步弱化将研究生招生数量作为导师是否完成
工作量的考核标准，条件成熟后，取消招生人数作为导师聘期业绩考核的内容。
　　“新课改”事件从2007年秋季新学期，全国又有北京、陕西、湖南、黑龙江、吉林等5个省市高一
新生进入新课程实验，至此，全国已有15个省市、自治区成为新课程实验省份，约占全国高中总量
的50％。
对于新课改，究竟能否给当下的应试教育带来清新之风，各方看法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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