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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江西芳林村小學慘烈的爆炸聲震驚世界，人們不禁要問：中國的

農村怎麼啦？中國教育體制的癥結到底何在？又面臨甚麼不可迴避的挑戰？本

期「教育體制與新世紀」一組評論文章，正是面對f這些問題的。

楊東平指出，在經濟至上的社會風氣中，教育並沒有獲得中央文件所明確

規定的「戰略地位」，中國教育投資佔國民總產值比例，本來已排在世界各國最

末幾位，90年代以來甚至仍然逐年下降。他特別針對以下三方面弊端：一、近

年來片面強調科技興國，課程設置的重理輕文、工具主義傾向；二、以考試分

數為中心的「應試教育」；三、伴隨城鄉、地區、貧富差距不斷加大，引致對貧

困農村和邊遠地區學生日益增長的不公平，提出要恢復教育的人文性、民主性

和公正性。中國和世界現行正規教育體制，是把教育作為培育人力資本的手

段，目標在於迎合社會分工和就業需要；但在新世紀，種種ò象顯示這種模式

可能不再適用了。蕭今指出，由於高科技快速提高生產效率和人的壽命延長，

閒暇以及所謂失業人口將成為永久性社會現象，從而造成教育、工作、娛樂、

休養在一個人生命的各階段中重複出現，這勢必引起人類生活模式的基本變

化。她以稱為「靜靜的爆炸」的成人教育為例，呼籲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根據教

育與經濟發展的關係來制訂目標，認為現在已是認真考慮建立有中國特色、可

持續發展的終身教育體制的時候了。郭實渝認為，對教育最大的挑戰，還不是

制度上的改革，而是以電腦科技為主導，在教學內容、方法，以及教師角色、

師生關係上默默不斷地影響f教育體制的變化。這場「革命」發生尚不足20年，

但其所顯示的跨地區、跨校際教學功能，富於彈性和能夠充分發揮學生主動性

的特點，已經表現出其巨大力量。另一方面，教師角色的轉化、西方文化和語

言文字的霸權，又不能不令人憂慮和警惕。這三篇文章共同強調：只有明確教

育的對象是人，人格教育的重要，人在教育中的主體性（包括以兒童為中心），

才能應對新世紀的教育問題。如果這些聲音能逐漸成為全社會共識，那麼，中

國教育才有可能迎接二十一世紀的挑戰。

本期佳作甚多，如三篇中外關係史文章，闡釋二戰後複雜、微妙的國際關

係是如何影響中國和世界格局的；此外，還有文章分析中港台三地民眾傳統政

治取向和政治參與的特色；從剛剛過去的美國大選看政黨政治與司法獨立；由

柏林國會大樓裝置藝術品引起的「為人民服務」的政治藝術爭論；配合今年4月

梁思成誕辰百周年，談他和林徽因的中國建築史寫作；對步雲鄉鄉鎮長直選的

考察和反思，以及孫隆基從全球視野來觀看近一千年中國的宏觀走向，這些都

是值得向讀者推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