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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5_99_E8_82_B2_E4_c123_281626.htm “教育产业化”的失

范行为有悖于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要求。若“教育产业化”

得不到有效遏制，一部分低收入家庭的子女会因无力负担高

额费用，而被剥夺平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而更多的家庭

只能减少其他开支，忍受过重的教育收费。 与此同时，另一

部分经济承受能力较强家庭的子女，即便是学习成绩和资质

都很一般，却也能够通过“买分”进入教育质量高、办学条

件好的学校接受教育。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样

的结果还会导致公办学校、民办学校都出现“平价生”与“

高价生”的等级区分，以致在最不该形成阶层和等级的领域

出现沟壑，既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社会的不公平，也给

经济承受能力较弱家庭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伤害，同时对讲

求有教无类和传承美德的教育受到侵蚀，甚至还可能在那些

倾囊或负债进入高价学校的学生以及因家境贫寒不能进入高

价学校学生的心灵中，播下怨恨的种子。 教育领域的种种“

教育产业化”行为，客观上在不断强化应试教育。公办学校

为了提高竞争力，就会想方设法争取政府投资，以集中好教

师等优质教育资源。学生为了少缴费和选择好的公办学校、

接受好的教育，就会靠死记硬背、追逐高的分数。“教育产

业化”行为及其错误导向异化了教育目的，必然进一步拉大

学校之间、人群之间的差距，造成受教育机会、过程以及结

果的不均等，给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带来直接阻碍，并最终严

重影响受教育者个人的全面发展以及社会的公平、和谐和健



康发展。 “教育产业化”的失范行为败坏了教育的崇高社会

形象，扭曲了个别学校办学的价值取向，导致教育领域的逐

利，甚至由此滋生拉关系、走后门、买分数、权钱交易等腐

败现象，既让人们心目中圣洁的殿堂沾染铜臭，也使得作为

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职业为之蒙羞。作为直接后果，受到

影响的还远不仅是教育的声誉和学校本身的健康发展，同时

招致考问和摇撼的还有教育的社会功能、学校的天职和教育

工作者的社会良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