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排名 学校 关注度

1 北京大学 21.6%

2 清华大学 17.7%

3 武汉大学 14.9%

4 复旦大学 10.1%

5 浙江大学 5.0%

6 中山大学 3.6%

7 厦门大学 2.1%

8 四川大学 2.1%

9 中国人民大学 2.0%

10 北京师范大学 1.3%

11 同济大学 1.2%

12 山东大学 1.0%

13 中南大学 0.8%

14 吉林大学 0.7%

15 南昌大学 0.6%

16 南京大学 0.6%

17 重庆大学 0.6%

18 华中科技大学 0.6%

19 南开大学 0.5%

20 郑州大学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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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斌

从至少10亿次的百度搜索量中， 梳理
总结2010年的教育事件和人物， 会得到两
个关键词：希望与心痛。

希望首先来自改革与对改革的期待。
许多人将2010年称为 “教育改革的重启之
年”，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出台。尽管有人
戏称“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但这份不到3

万字的“改革指南”，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吊
起了民众对教育改革的胃口。

它的研究制定历时一年零九个月，两
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充分调动了社会
各界参与教改的兴趣， 也在一定程度上安
抚了民众对教育的失望情绪。今后10年，我
国的教育改革发展如何贯彻《规划纲要》确
定的20字方针：优先发展、育人为本、改革
创新、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人们将拭目以
待。

《规划纲要》的出台除了激发民众期待
早日解决择校等问题的急切心情之外，也
让“入园贵、入园难”现象得以充分暴露，并
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 幼儿教育在2010
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一个多月前， 在国务院的部署下，“一
批改革目标明确、政策措施具体”的教育改
革项目完成备案程序， 标志着国家教育体
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与这种自上而
下的号令式改革相比， 人们对自选动作兴
趣更浓。

筹建中的南方科技大学就获得了舆论

的广泛支持。有人直言不讳批评“坏制度挡
住了朱清时”。这位南方科大的校长虽然被
束缚住了手脚， 但还是能带着学校艰难地
向前挪动。2010年岁末，朱清时在《致报考
南方科大考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批评旧
的规章制度剥夺了大学“招生”和“授学位”
的核心自主权， 导致我国大学缺乏内在的
发展活力。他在信的末尾底气十足地表示：
南科大迈出的一小步， 将是我国高教改革
的一大步。

这所位于深圳的大学宣布： 把 “自主
招收高二学生”、 “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
作为教改先行先试的内容， 以期回归大学
的办学自主权， 为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探路。

我们期待南方科大迈出更多的小步。
始于2003年的高校自主招生制度，目

前已在80多所大学实行， 它自出生以来就
被寄予厚望。2010年，中国农大校长柯炳生
却成了揭穿皇帝新衣的“小孩”，他撰文称：
自主招生和99.9%的考生无关。一项只能影
响0.1%的考生的制度，能否成为“我国高教
改革的一大步”？

众多的高校却甚为珍惜这难得的、有
限的自主权，并折腾出了很大的动静。北大
和清华分别发起成立了自主招生联盟，人
称“北约”和“华约”，紧接着“卓越”和“五校
联考” 等联盟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截至
2010年11月30日， 共有34所高校成为各种
联盟的成员。它们之间到底是“厮杀”还是
“竞争”， 是旨在抢夺生源还是为了深化自
主招生改革？我们再等等看。

不过， 北京大学的一些教授显然希望
能推动学校在高考招生改革上迈出一小

步，有11位教授联名致信校长周其凤，建议
采用“高考成绩与本校专家面试相结合”的
招生选拔方式，以打破“唯高考分数论”的
羁绊与束缚。 周校长尽管完全同意这个建
议， 但因兹事体大， 不敢贸然抬脚， 他在
2010年11月8日选择了“投石问路”，将教授
们的来信公之于众。

在过去的一年里， 教育部主导的新一
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中小学教师国家级
培训计划和教书育人楷模的评选活动， 都
得到了网民的高度关注， 凸显了人们对优
质教育和优秀教师的期待 。 这一年的年
初， 优秀教师队伍中又失去一员： 霍懋征
去世。 这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 “国
宝”、 “把爱心献给教育的人”，一生从教，
堪称师表。

但有的“偶像”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有“打工皇帝”之称的唐骏宣称“我的成功
可以复制”， 曾让无数年轻人心潮澎湃。结
果，他们从这位“偶像”身上看到的却是：他
的成功可以造假。这一年唐骏深陷“学历造
假门”。有网友说：“唐骏这件事，在美国，他
要辞职，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诚实；在
日本，他要谢罪，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
担当；在中国，他要狡辩，100个人有100个
价值观：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唐骏事
件愈演愈烈，竟牵出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
管理人员， 他们均毕业于唐骏的母校———
美国西太平洋大学， 一所俗称的 “野鸡大
学”。众人大跌眼镜。

让人痛心的事件还包括 “复旦黄山
门”。以复旦大学学生为主的18名上海驴友
在黄山遇险， 导致营救民警张宁海不慎坠
亡。一些复旦学生脱险后“不谈哀悼殉职民

警，先讨论如何搞好媒体公关，对民警牺牲
冷漠无情，不承认错误推卸责任”，在社会
上掀起轩然大波。有人甚至认为，培养出这
样的大学生，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好在获救
者“知错能改”，他们向社会表示“很内疚”，
不奢求原谅，只希望用行动去弥补。

而河北大学在“李刚事件”中的表现将
无法得到人们的谅解。 当一名公安分局副
局长的儿子在校内将两名女学生撞成一死

一伤之后， 校方不但没有挺身而出维护学
生利益，反而被爆出要求学生封口、不得接
受媒体采访。 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
指斥该校态度“极其不负责任”，做出了坏
榜样，应该受到整个教育界的批评。所言极
是。各校还应以此为鉴，把“以学生为本”落
到实处。

这一年中， 最令整个社会心痛的是一
些幼小生命的失去。3月23日， 福建南平实
验小学发生特大凶杀案， 一名中年男子手
持砍刀， 致８名孩子死亡，５名孩子重伤。此
后，广西、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的幼儿园和
小学又接连受到歹徒攻击，并有学生伤亡。
维护校园安全因此成为年度教育工作之

重。没有安全的教育环境，所有人都可能成
为受害者。

2011年，教育改革将继续，希望悲剧不
再重演。

最受关注年度
教育人物榜

1．俞敏洪：
在众多年轻人心中， 他是榜样和成

长动力。
点评人：堵力
2．唐骏
学历不重要，诚信很重要，作为一个

公众人物就应该为诚信立人做出表率。
点评人：矫东
3．李开复
李开复用互联网赢得财富， 又以导

师形象赢得青年。
点评人：倪宁
4．方舟子
他因打假而成名， 也因打假争议迭

起，还因打假惹祸上身。在现时，这样的
人物多好还是少好？

点评人：倪宁
5．李培根（根叔）
中国的校长、 甚至官员或许应该明

白：交流的达成首先要从改变语态开始，
但更应该明白的是， 语态背后更需要改
变的是姿态！

点评人：李德刚
6．李启铭
因为一句 “我爸是李刚”，“李衙内”

将“官二代”的心态暴露无遗。这不禁使
人联想到现实社会中的特权文化和 “拼
爹现象”。

点评人：袁新文
7．肖传国：
一旦成为行凶的幕后黑手， 无论这

个名字曾经有多少耀眼的光环， 一切顿
时支离破碎。“一失足成千古恨” 恐怕是
如今肖传国内心的真实写照。

点评人：潘鸿雁
8．钱伟长
他的一生经历大起大落， 把祖国的

需要视为自己的专业， 为后人留下众多
宝贵的学术财富与精神财富。

点评人：彭昆
9．李戡：
弃台大上北大， 李戡和他爹李敖一

样，具叛逆性格，标新立异。李戡在书中
说：我愿我的振翅高飞，能给台湾留下片
羽，能为祖国闪出吉光。

点评人：李仁主
10．汪晖
汪晖 “抄袭门” 击破了公众对知识

权威的信任底线， 并发出了一种警示：
学术规范和学术共同体的重建刻不容

缓！
点评人：杨东平
11．柳智宇
离经叛道的不是柳智宇而是世人浮

躁功利的心。尊重多元，尊重他的选择。
只是希望，数学不要被荒废。

点评人：李德刚
12．霍懋征
一代名师与世长辞。 温总理称她是

“把爱心献给教育的人”。
点评人：矫东
13．孙见坤
绝大部分人才都不是全才。 孙见坤

事件告诉人们： 不拘一格选人才仍是一
个理想，现实中，招生体制改革仍存在障
碍。

点评人：李仁主
14．周其凤
从临危受命去堵吉大的“枪眼”到成

为北大校长，改变的是身份，不变的是他
的平易近人和创新精神。

点评人：彭昆
15．王鹏：
表面来看似乎是舆论导向的胜利，

但真正的责任人被轻忽带过， 整件事与
其说是王鹏的悲哀， 不如说是监督体制
无力的悲哀。

点评人：潘鸿雁
16．朱学勤：
“朱学勤事件”的板子可以打在个人

身上，但更要反思中国的学术体制，反思
它的非科学性和过度量化。

点评人：胡正荣
17．朱清时
知易行难，行胜于知。中国需要更多

的朱清时，更多的南方科大！
点评人：杨东平
18．施一公
施一公的所作所为充分印证了一个

人只有内心真正爱这个国家， 才会做两
件事情： 一是回国； 二是回来以后， 不
讳言祖国存在的种种问题。

点评人：胡正荣
19．饶毅
有呼吁，有践行，饶毅一直秉承着知

识分子对社会的积极介入之心， 用他的
身体力行展示了一个自信与自省的中

国。
点评人：袁新文
20．欧阳自远
在这个研而优则仕的时代，欧阳自

远甘于寂寞 ，赢得了 “嫦娥之父 ”的美
名。

点评人：堵力

最受关注年度
教育事件

1．“李刚事件”
事发之后， 作为事件见证人的河北

大学学生保持了不应有的沉默。 沉默有
时是“金”，但有时是“恶”。李刚事件与其
说是令人愤怒， 不如说是令人痛心，因
为，一旦失去了正义和良心，教育将变得
毫无意义。

点评人：袁新文
2．新课改
进入深水区的新课改， 让人既有希

望，也有担忧：新课改能否不被应试教育
“同化”，能否保证不变形、不走样？

点评人：袁新文
3．国培计划
国培计划是一种“雪中送炭”，亦是

一种“势在必行”。
点评人：彭昆
4．纲要出台
它的出台重新点燃了民众对中国教

育的热切希望。
点评人：彭昆
5．校园安全事件：
它是2010最惨痛的话题。 这引发了

媒体对恶性事件报道方式的反省与探

讨，包括如何在报道中压抑猎奇心理，有
效引导民众的防范思考等。

点评人：潘鸿雁
6．免费师范生
尽管改变不了教育培养人才的根本

问题， 但它表明中国的教育公平又向前
迈进了。

点评人：李仁主
7．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举行
中国教育改革的帷幕正式拉开，我

们拭目以待这场教育大变革。
点评人：杨东平
8．唐骏“学历门”:
英雄不问出处, 但英雄不能编造出

处。
点评人：李仁主
9．自主招生联盟：
典型的特权社会产物， 联盟形成了

一个权势俱乐部，制约了学生的选择权，
维护了学校的特权。

点评人：胡正荣
10. 天津教授日记门：
高校的道德沦丧已经到了社会的最

低点， 我们需要反思善治的社会如何建
构。

点评人：胡正荣
11．复旦黄山门
对上海人、 复旦学生的质疑在此刻

总爆发， 这一事件也反映了中国基础教
育的很多软肋。

点评人：堵力
12．“父母皆祸害”
网上的尖刻发泄和数落只是手段，两

代人的沟通与幸福相处是个艰难课题。
点评人：堵力
13．“复旦教授联名要求录取国学天

才”
扑朔迷离的真相之外， 一个值得思

考的问题是：在当今信源紊乱、传播渠道
多样的环境下，如何冷静、客观、正确地
判别信息和推广信息。

点评人：倪宁
14．方舟子遇袭：
可以不喜欢方舟子， 可以不喜欢他

为人处事的方式， 但我们无法否认他为
净化学术环境所做的努力， 更不能纵容
行凶者卑鄙而拙劣的报复行为。

点评人：潘鸿雁
15．四教育机构上市
中国教育需要融来的不仅是巨额的

资金，还需要融来过硬的质量、科学的运
营与规范的管理。

点评人：李德刚
16．湖南教师下跪
无论何时，教育者都应该清醒：正义

是跪不出来的！ 跪着的教师永远不会教
出站直的学生！

点评人：李德刚
17．天津师大校领导遇袭
这是见诸报端最严重的大学校园安

全事件，象牙塔内越来越不平静了。
点评人：矫东
18．大学去行政化
南方科技大学艰难破冰， 凸显了体

制改革之难和教育家精神之可贵！
点评人：杨东平
19．“大学生就业逃离北上广”
这种被称为“回归理性”的就业观，

应该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

现象。
点评人：倪宁
20． 教育部等六家单位联合评选首

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本次评选出的10位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是我国1600万人民教师的杰出代表，他
们的事迹，他们的精神，感动中国。

点评人：矫东

中国青年报推出2010教育沸点榜
本报北京1月14日电（记者李斌）哪些

人物、事件和大学能够进入“2010教育沸点
榜”，决定权在每个网民手上。今天，在中国
高校传媒联盟年会上， 中国青年报推出了
这组由无数人在不知不觉中合作完成的榜

单。
在由20位人物组成的 “最受关注年度

教育人物榜”中，有财富英雄、大学校长、知
名学者，也包括开车撞人的肇事者、雇凶伤
人的医生和弄虚作假的“青年偶像”。

有“留学教父”之称的俞敏洪，以21.6%
的搜索量高居榜首 （即在所有被提名的教
育人物的搜索总量中，有21.6%是针对俞敏
洪的），显示了他在以青年人为主的网民中
的影响力。屈居其后的是“打工皇帝”唐骏，
他在2010年深陷“学历造假门”。而揭露唐
骏学历有假的方舟子则尾随“青年导师”李
开复，位列榜单第四位。

与最受关注的教育人物有关的教育事

件，往往也是最受网民关注的。如“李刚事

件”、“唐骏学历门”、“复旦大学教授联名要
求录取国学天才”、“方舟子遇袭”、 以南方
科大为标志的 “大学去行政化” 等都入选
“最受关注年度教育事件榜”。在2010年，由
教育部主导的几件大事也赢得了广泛关

注，如“新课改”、“国培计划”和“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教育部评教书育
人楷模”活动也获得了0.4%的搜索量，位居
榜单第20位。

在“最受关注年度大学榜”中，北京大

学以3%的搜索量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是
清华大学。值得注意的是，名气不大的南昌
大学和郑州大学都进入了榜单的前20名，
分别排在第15位和第20位。

由中国青年报推出的2010教育沸点榜
单，秉承客观、公益、广泛的原则，经过专家
推选、网络统计、专家评定三个步骤，每一
个数字和结论都是教育专家和亿万网民用

鼠标和键盘主动选择的结果。
去年年底， 中国青年报特邀中国传媒

大学副校长胡正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
院常务副院长倪宁、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
院院长杨东平、 人民日报政文部教育采访
室主编袁新文、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高级记
者李仁主、 新浪网教育频道主编彭昆 、腾
讯网教育频道主编潘鸿雁、 北京师范大学
传媒与教育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德刚、
中国教育电视台策划人矫东、 中国青年报
社教育科学部主任堵力等10人共同作为评
委，从2010年海量的新闻中，初选了100位
教育人物和200余教育事件。然后，按照百
度的搜索请求量， 总次数保守估计超过10
亿次，以客观数字作为主要参照，最后推出
这组榜单。 榜单客观全面展示了2010年中
国教育大事和影响中国教育发展的人物群

像。

沸点人物对话中国校媒联盟百家校园媒体主编

饶毅VS俞敏洪：理想激荡现实
本报记者 雷 宇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被评为沸点人物
的，而且我后面跟着的是唐骏。”今天上午，
面对中国校媒联盟百家校园媒体的主编，
中国青年报社评选出的2010年度教育沸点
人物“状元”———新东方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以一个幽默的开场白赢得满场笑声。
俞敏洪首先告诉这些还在校园里的大

学生， 做事时要把握两点： 一是做人做事
要简单明了， 不要夸张， 不要自己把事情
弄得复杂化； 二是要有理想， 但不能理想
化。

“既然叫沸点人物， 最好提问要造成

一定的沸点。” 另一位沸点人物、北京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的开场白则对

现场大学生提出了“挑战”。
没有让饶毅失望， 重庆大学学生记者

抛出了一个很给力的问题：“我知道您提过
‘中国梦’的设想，在当今这样一个略显浮
躁的社会， 这个梦想是不是有点不太实际
或者太过于理想化？”

“我觉得理想化是社会进步的必须环
节。” 饶毅的观点听上去和俞敏洪正好相
反，“对高校学生来说， 我觉得缺乏理想化
是现在很大的问题 ， 提倡理想化才会更
好。”

在饶毅看来，理想化的时代，并不一定

条件好，“1978年我们提出科学的春天其实
才叫理想化， 当时我国的科学水平还不如
上个世纪30年代。 但正因为有了那样的刺
激和鼓励，才有我们这一代人投身科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记者敏锐地抓

住了两位嘉宾观点的差异，要求俞敏洪“点
评一下饶老师说的理想化”。

“假如你要结婚的话，你可以寻找一个
你理想中的女人，但是不能把婚姻理想化，
否则最后两人就要打架。”俞敏洪很形象地
阐释了自己对理想和理想化的理解： 社会
组建一个事业是要理想化的， 如果不理想
化的话无法描绘图景； 但个人太过理想化
则会容易对现实失去信心。

随后的对话中 ，两
位嘉宾的观点不时会有

交锋。
在回答学生的提问

时， 饶毅把自己的工作
和俞敏洪的工作做了一

个对比，结论是：在某些
方面正好是南辕北辙。

“我认为新东方被
迫适应社会， 帮助大家
把考分搞上去， 而我极
力反对（这种做法）。”饶
毅说。

一个细节让饶毅记

忆犹新。大约一两年前，
饶毅请国外一个教授用

英文给北京大学生科院

学生讲专业课， 饶毅坐
在最后一排听。 让他心
情复杂的是， 前面几排
的学生都在拿着新东方

的教材复习英语。“我认
为， 我们的学生关键是
要把科学做好， 而不是
考托福。”

饶毅在一开场时就

表示希望通过校园媒体

转告高校老师， 要培养
乐观和有特色的学生 。

在后面和学生对话时， 饶毅也一再强调特
色， “我们这批77、 78年的大学生， 很多
现在在各个行业做得很好， 但有一大批人
当年的高考成绩都不高， 成绩拔尖只是特
色之一， 成绩不高， 有其他特色， 也能成
功。”

饶毅说， 迄今为止， 他在北大生科院
看到的最聪明的一个学生， 当年在120名
学生中总分排名在107位， “但他比很多
排名靠前的学生超出不是一点点， 因为他
对科学有很深刻的理解 ， 也充满科学热
情。”

“我希望各个学校和老师要放开， 让
学生找到自己的特色， 不要吊死在分数一
棵树上。”

听完饶毅的发言， 俞敏洪首先表示他
和饶老师都来自开放的北大， 北大有互相
批判的传统，因此“我很习惯，也很喜欢这
种氛围”。

不过， 随后俞敏洪还是做了回应。他
说，应试教育并不是新东方在主导，无论是
托福还是GRE，我们对学生说只要考到对
方所要求的最低水平就可以了， 而不是最
高水平。

“我依然相信考试是需要的。”俞敏洪
认为国情不同：在国外大学，一个教授就可
以决定要不要某个学生； 但如果饶老师在
北大自己决定录取一个研究生， 一定会被
口水淹没， 因为大家会说不知道这学生通
过什么关系进去的。

俞敏洪说自己刚刚获得一个数据：在
北京、重庆这样的城市，通过各种各样的特
长获得高考降分录取的人数已经占到考生

总数的17%～20%。 于是出了一些怪现状，
比如体育特长生进了高校跑步跑不过女

生。 高考制度很不合理， 把中国人的创造
性抹杀掉了， 但至少还有很多没有任何资
源的农家孩子通过这个渠道出来了。

半个小时的对话在热烈的掌声中告一

段落，虽然两位重量级的嘉宾风格迥异，但
他们的思考和价值观都给年轻学子带来启

迪。
本报北京1月14日电

1月14日， 俞敏洪与饶毅对话校园媒体主编。 当日，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2010年中国青年报教育沸
点在北京师范大学发布。 本报记者 杨 姣摄

最受关注年度大学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