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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看到一个对“80 后”接受教育状况

的跟踪调查，其中反映，父母条件优越的子

女有更多获得优质教育的机会，从小读好的

幼儿园、好的小学、好的初中，更有机会考

入好的高中、重点大学，为获取较好的工作

岗位奠定一生的基础。而社会地位中等及中

等偏下阶层人家的子女，则多考入二三流大

学，成绩差则会选择职业技术教育，毕业后

寻求一份技术工人岗位类工作。调查说明，

受教育的结果决定着一个人工作生活的“阶

层”，教育是社会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主要“推

进器”，只有教育，才能对抗社会阶层的“固

化”。

谈到“应试教育”，几乎是“过街老鼠”，

但在现实中却“人见人爱”，在中国家长心

目中有一个“成材链”，即只有进入好的小

学，才能进入好的中学；只有进入好的中学，

才能考入好的大学；只有考入好的大学，才

能有好的工作。近年来，舶来品“快乐学习”

的理念在社会上备受推崇，其实让大家不明

就里的所谓的“快乐学习”，恰是西方社会

完成社会阶层固化的主要手段。

人们总喜欢津津乐道西方教育放假多、

课程少、没作业、很自由，任由学生个性成长。

现实真的是这样吗？以美国为例，美国有钱

人小孩，大都读优质公立学校或学费高昂的

私立学校，学业负担相当重，不仅有各种作业，

课后还会参加各种辅导班，有钱人家还会给

孩子请家庭教师。而美国多数公立学校则是

为穷人准备的教育“收容”机构，散漫自由

的管理、近乎游戏的课堂、没有压力的学习，

学生不需要学习太多高深知识，快快乐乐学

习、轻轻松松毕业，这些没有接受过精英教

育的人，在美国也只能从事一些低端的工作，

看似快乐自由的教育，实则悄无声息地完成

了美国社会阶层的固化。

英国更是如此。在英国，读伊顿公学等

私立学校，不仅需要昂贵的学费，更需要认

证你的“身份和阶层”，因为“家庭成员与

该校的渊源”，也是录取的条件。在英国，

伊顿公学等 5 所私立学校的学生考取牛津、

剑桥两所大学的人数，相当于 1800 所公立学

校考入的总人数，英国社会 80% 的要职由私

立学校的毕业生担任，1/3 的国会众议院议

员、半数的高级医生、2/3 以上的高等法院

法官，来自仅仅容纳了英国 7% 人口的私立学

公平教育，对抗阶层固化的“利器”
文 / 张永谊



40 |  HANGZHOUTONGZHAN

百家论坛

校。普通孩子上公立学校，让你开心成长；

富裕家庭的孩子上私立学校，让你接受严苛

的教育，公立与私立学校教学质量的差异，

顽固地遏制着阶层之间的流动。在我们国家，

通过高考跳龙门、越阶层，已经成为励志；

在英国，如果能够通过教育跨越了阶层、改

变了身份，那会成为传奇。

西方的教育结构是分层机制，大众教育

只提供基本、有限的教育，要想成为社会精英，

必须通过市场另行“购买”教育，买不起的

人则自然而然地被淘汰。国外的现代公立教

育，不过是政府提供的最低标准的教育公共

产品。人的一生就是不断付出和收获的过程，

这个过程让人逐渐分化、固化，有的人因努

力而成功，有的人因懒散而失败。所以，从

来没有真正意义的快乐成长，人在长大的过

程中总得经历一些阵痛，付出一些艰辛，才

能真正收获一个五彩缤纷的未来。

这或许就能理解，在中国“应试教育”

打不败、死不了的原因了吧。有这样的客观

存在，不让家长有应对应试的意识，是不现

实的。有人讲，减负会间接削弱寒门子弟的

希望，进一步拉大寒门子弟与富人之间的差

距，让寒门孩子失去更多选择的机会，这有

点道理，但太悲观。古人讲“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你快乐了你的童年，你就要

在你的中年、你的老年付出代价。作为家长，

我们可以做的，不是让竞争过早地“引火烧

身”，甚至于给孩子身心的“摧残”，而是

要在幼儿、小学、初中阶段，让孩子对学习

产生兴趣，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思维习惯、

生活习惯，当学习变成一种主观愿意的兴趣，

压力就会转化成动力，攻克难关的愉悦与成

就会驱使他们不断前进，这种因获得而感到

的满足，因进步而感到的自信，被人欣赏而

感到的愉悦，是任何快乐都比不上的。

基于义务教育的基础性、国民性、强制

性特征，我国法律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不得

设立营利性民办学校，我们实施公民办学校

同招的政策，更有利于义务教育的公平健康

发展，不可让教育成为阶层固化的“始作俑

者”，体现了决策者敏锐的洞察力和决断力。

中国传统教育向来是社会底层向上攀登的阶

梯，平民子弟要想成为精英，就必须刻苦地

努力，每个父母都不愿自己的孩子低人一等，

想方设法为他们营造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

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已成为最主要的、必备

的手段。当然，任何竞争都是排他的需求，

在孩子探索、发现自我，理解人生价值的时段，

过度的应试竞争会耗尽他们的时间、专心和

热情，甚至于心理障碍。教育的本质还是育人，

学习成绩是重要的，但必须坚守培养学生高

尚道德素养和正确价值观，教会学生懂得尊

重、团队合作、相互理解、乐于奉献，具备

优异的学习成绩、旺盛的求知欲以及作为社

会人所需要的责任感、团队合作精神等优秀

品质。

社会发展中的阶层固化是必然趋势，也

是社会走向稳定的标志之一，它不会因你的

愤怒、委屈、焦虑而转移，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努力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不是最好一

定更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下一代更

多的关注、更好的教育，为他们树立起不断

努力的榜样。

（作者系民盟杭州市委会副主委、杭州

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