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日上映当天，刷新中国纪录电影上映
首日票房纪录，影片上座率达38.8%；上映28天
后，全国票房突破4亿元，实时排行第2名；在
猫眼得到9.6分的高分，位居今年开年以来猫眼
影片评分排行榜前三……这一系列数据，都属
于一部叫作 《厉害了，我的国》 的纪录电影。
当然，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数据，那就是该电
影 20 岁至 29 岁的观众占比为 55.5%，年轻人构
成了观影主力军。《厉害了，我的国》为何如此
厉害？我说着，您听着！

有人评价，这是史上最“贵”的电影，因为
目光所及之处，都是一个个令世界瞩目令旁人艳
羡的中国超级工程和中国制造。中国桥、中国
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还有正在仰望神
秘太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天眼”
FAST、傲然矗立于蓝天下碧海中的全球最大的
钻井平台“蓝鲸2号”。它们雄伟壮丽、气势恢
宏，在为大国实力写下注脚的同时，也让每个人
重新审视平凡生活变迁背后的不平凡，然后由衷
地赞叹“厉害了，我的中国”。

有人打趣，这是史上“演职人员”最多的
电影，因为主角是我国全体人民。影片中，千
千万万的“主角”用双手实现着“中国梦”。在
港珠澳大桥奋斗了12年的总工程师林鸣、国产
C919大型客机的副总设计师周贵荣、在万亩黄
沙上种植葡萄园的福建民营企业家陈德启、忙
碌于基层的扶贫工作者洛措、在建设特高压工
程中凌空走钢丝的工人们、在世界上最大的人
工林场辛勤劳动的劳动者们……在他们身上，
我们看到的是国家快速发展的轨迹，找到的是
每一个人奋斗的身影。厉害了，我的中国人！

其实，有时候我们可能并不像自己以为的
那样了解自己的国家，此时总需要那么一个声
音来提醒你，让你不要忽视身边的变化、不要
忽视带来这些变化的奋斗者。《厉害了，我的
国》就是这样的重要声音，它用一系列厉害的
事实、为厉害的国家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表
达，又用纪录片这种厉害的形式让表达深入
人心。

纪录片被称为一个家庭的画册，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画册。在《厉害了，我的国》中，恰
到好处的解说词为影片增色不少。大量采用纪
实段落、新闻画面、现场采访，少量旁白点到
为止，再辅以随着叙事节奏变化而变化的或慷
慨激昂或温情脉脉的语气处理，在不着痕迹中
让观众产生情感认同。到位又不越位的音乐，
同样十分出彩。比如，用节奏模块式的音乐表
现“高铁”的快速组装，用近似“原生态”的
音乐表现藏区的环境与生态，用重型节奏音乐
烘托“也门撤侨”时的惊心动魄。音乐与画面
的相映成彰，始终给观众一种客观的“在场
性”与渐进的“现实感”，是 《厉害了，我的
国》口碑与票房齐飞的关键。

事实上，《厉害了，我的国》不是第一部刷
屏的以“强起来”为主题的电影，之前有《战
狼2》和《红海行动》，之后还会有其他的跟进
者。支撑它们的，正是中国人民最真实的自信
与骄傲。《厉害了，我的国》 的导演卫铁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当你转身离开故乡
时，故乡就在你身后。当你走得再远点，身后
是你的国家。当你回头看到家乡、祖国，想到
强大的祖国在身后支持你，这种幸福感、骄傲
感，是每一个人都心潮澎湃的原因。”对每一个
人来说，也唯有继续奋斗，才能不负这份幸福
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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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春季开学不到 2 个月，教育
部已经针对学生减负连发四道急令。先是
2 月底与其他部门发文整顿课外培训机
构，3月21日又连发两个文件，再次强调
全面取消体育特长生、中学生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科技类竞赛、省级优秀学生、思
想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等全国性高考加分
项目，并宣布要在全国全面清理规范面向
基础教育领域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
等活动。3 月 28 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进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
作的通知》，强调各地教育部门要高度重
视，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确保专项治理
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

课外培训机构到底有多乱？带给孩子
们的负担到底有多重？整治之后，孩子们
又该何去何从？

乱象：近七成培训
机构处于“灰色”地带

2月26日拉开本轮整顿大幕的不是教
育部一家，而是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
和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四部门。

四部门出手，说明一个问题：教育培
训机构的管理政出多门，而多头管理的弊
端通常就是管理薄弱。

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教育类企业
注册数量同比增长33.4%。由于教育培训
类企业无需前置审批，企业只要去市场监
管部门注册登记，就可以开始招生运营，
市场监管部门是不会审查其资质的，而承
担管理职能的教育部门又无法跟进数量众
多的教育培训机构。部分教育培训机构还
采取挂靠社会团体的方式，注册为事业单
位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更加大了监管
难度。

部分地方进行的整治工作已经说明了
这一点。在教育部举行的一次会上，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总督学平辉透露，2017 年
以来，上海市通过摸底清查，获悉全市共
有教育培训机构6928家，其中有照有证
的 2255 家，占机构总数的 32.5%；无照
经营的 1398 家，占机构总数的 20.2%；
有照无教育培训资质的3275家，占机构
总数的 47.3%。算下来，“灰色”培训机
构占比达67.5%，已接近七成。

这种乱象在全国普遍存在。据四川成
都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副局长左华荣介
绍，截至2017年12月底，全市累计查实
1873所有照无证类培训机构、957所无照
无证类培训机构。

更严重的问题是，就算有照有资质的
培训机构也不见得就是合规的，他们聘用
的教师有没有教学资质暂且不提，教学过
程中的超纲教学、抢跑教学已是公开做
法。违背学生成长规律，对学龄前儿童

“幼小衔接”的暑期课程，数学甚至能达
到小学三年级的水平。记者从朋友那里拿
到了一份学而思英语三年级尖子班的课堂
笔记，里面已经出现了if条件句、定语从
句等学习内容，远超现行英语课程标准，
令人瞠目。

补习：畸形发展影
响教育生态健康

这些年来，课外培训支撑起了新东
方、学而思这样的巨头。在这一轮创业风
潮中，课外培训机构依然是投资人最喜欢
的投资方向，“刚需”“高频”“客单价
高”，足以支撑起高额估值。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我
国中小学生“减负”问题研究报告》 显
示，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我国中小学生
日均花 2.82 小时写作业，是日本的 3.7
倍、韩国的4.8倍，与其他欧美国家相比
也差距鲜明，或居全球第一。

这一数据结论与2012年的PISA（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数据形成印证。2012年
上海参评学生作业时间为平均每周13.8小
时，位列第一。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
教，每周校外学习时间达17小时左右。其
中参加数学、语言、科学和其他补习的比
例分别为71%、51%、55%和57%，时间
分别为2.01、1.33、1.49和1.41小时。作
为比较，港澳台的课外学习时间约为上海
的二分之一。

各种时期开展的此类研究都得出了几
乎同样的结论。2013 年，首都师范大学
对六省市4531名小学生和初中生的调查
显示，小学生参加课外补习的比例为
75.2%、初中生为71.0%。中国青少年研
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课题发
现，与2005年相比，2015年学生上课外
班的时间大幅度增长，学习日上课外班的
时间为 0.8 小时，是 2005 年的两倍；休
息日上课外班的时间为2.1小时，是2005
年的3倍。这些数据表明，我国中小学生
在课外补习时间上已经“领跑全球”，且
近年来有不断延长的趋势。

《中国中小学写作业压力报告》还显
示，78%的家长每天陪孩子写作业，陪写
作业是中国家长幸福感下降的主因之一，

也成为亲子关系的最大“杀手”，75.79%
的中国家长和孩子因写作业发生过矛盾。

教育部门也曾经出手整治。2013 年
教育部《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
稿）》中明确规定：一至三年级不留书面
家庭作业，四至六年级要将每天书面家庭
作业控制在1小时之内。实际情况是，当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调查发
现，42.1%的四年级学生和68.8%的八年
级学生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时间超标。

这样的结论，在之后多年中、不同来
源的调查中得到不断证实。2015 年中国
青少年研究中心“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
况”调查显示，小学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
超过66%，初中生的作业时间超标率超过
78%；在休息日，小学生、中学生的作业
时间超标率都在80%以上。

不可承受之重，直接导致大量儿童
睡眠不足。中国儿童营养健康数据显
示，我国 6 到 11 岁儿童睡眠不足的达到
74%，12 到 14 岁是 71%，15 到 17 岁是
61%。在学校运动不足一小时的比例也
达到66%。

21 世纪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晓鹏认
为，课外学习负担和作业负担，系统展
示了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生态存在的问
题，“义务教育阶段激烈的择校竞争已经
背离了义务教育的基本价值理念，课外
补习的畸形发展又严重影响了义务教育
生态的健康”。

出路：考试招生制
度亟需再变革

从目前的进展来看，本次整顿称得
上重拳出击，完完全全是动真格的势
头。比如，上海市已对各类竞赛进行了
规范，“亚太杯”“走美杯”“3E 英语测
试”等大小杯赛已被叫停，并对从事义
务教育阶段学科及其延伸类培训机构的
教学、竞赛、师资、教材、管理等方面
作出了特别规定。

上海昂立教育董事长林涛表示，针
对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的 《关于切实减
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已安排各事业部
负责人逐一自查排摸，并将发现的问题
进行整改。

“以前昂立教育有针对少儿营业的
3E考试项目培训，现在已经全面停止这
个项目的招生和组织考试。”此外，他们
还向教育行政部门作出书面承诺，今后

不以任何形式举办或者参与任何社会机
构举办的各种未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的竞赛、杯赛和等级考试，不再组织
学生报名或者代为报名，不再为该等活动
提供考试或者测试场地。

成都市也叫停了借助在蓉高校场地
举办的“华赛”“奥赛”“全国中小学英
语学习成绩测试”（NEAT） 等违规赛
事，市青少年宫主动终止连办近20年的
全市学生优秀艺术人才选拔赛和蓉城少
儿十佳艺术新苗大赛报名，学而思、新
东方等培训机构主动终止原计划在蓉举
办的违规赛事。

然而，消息传出，辗转于各个课外班
的孩子们和那些学奥数的中年人，很少有
人真的松了一口气。记者的朋友圈里，以
前带孩子上奥数班的仍然按点接送，一副
比赛没了，学习还要继续的架势。至于教
育部提出要各地公布违规课外培训的举报
电话，家长们的反应基本都是：“啥？傻
子才去举报呢！”

为什么会这样？一位家长的疑问颇有
代表性：以后考试怎么办？孩子怎么能进
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

专家们在报告中开出的药方是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要像精准扶贫那样，
限期、定点消除城市中依然存在的薄弱学
校”。同时，规范义务教育经费使用，禁
止打造超标准的昂贵的样板学校、“未来
学校”，避免继续扩大学校差距。根据北
京、上海等地的实践，缓解“小升初”择
校竞争的有效措施，是落实教育部要求的

“示范性高中指标下放”比例不低于50%
的政策。

当然，更重要的是深化高考改革，改
革招生录取机制，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高
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
的多元录取机制。21 世纪研究院在报告
中提出了一个新的评价体系，叫作增值性
评价，意思是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学业
增值作为主要评价，实现对教学效果的

“净”评价。这一评价可激励学校改善教
学，引导学校多元发展，而不是对优秀生
源的竞争。

同时，也可考虑引入 GPA，即“平
均成绩点数”评价，作为对学生修学课程
的学业水平评价。“高校招生不是选拔状
元，不仅依靠大范围内学习总分的排名，
也认可学生在本班级、本学校所获得的成
绩，从而极大地降低了高水平学生的学校
集中度，降低升学竞争的激烈度，有利于
形成良性的教育生态。”王晓鹏说，“深化
高考和高校招生制度改革，在扩大高校招
生自主权的过程中，可试行根据高考成绩
和GPA按不同权重加总的录取办法。”

☞ 四部门出手，说明一个问题：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政出多门，而多头管理的弊端通常就是管理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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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元录取机制

□ 佘 颖

▲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学生在进行课后足球训练。 刘东岳摄

▼北京市大兴区第八小学“课后延时服务”的老师在辅导学
生写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 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