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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根据山东省教育厅通知，2014 年起，除调整的奥赛类、科技竞赛
类、体育特长生类外，7 类考生可继续享受高考加分。其中，获得省级见义勇为优秀学生

称号的应届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在其高考成绩总分的基础上增加 20 分投
档，由高校审查决定是否录取。消息一出马上引起网友热议。山东省教育厅

相关负责人日前回应：“高考加分本意不是鼓励未成年人为了高考加分
而去见义勇为，只是对见义勇为行为的一种认可。 ”

高考究竟该不该为见义勇为者加分？ 今天本版请
来部分学生和专家，各抒己见。

本版采写/钱嘉妮

我认为出台的这项新政策稍

加完善是可以实行的。 见义勇为
在我们这种和平年代似乎已经不

受到重视了， 所以通过这样的方
法去推崇， 并且给予正当的奖励
也是应该的。 虽然不排除很多拥
有崇高精神的人， 他们做这些事
的时候并不是为了奖励， 但是我
们还是可以有这样的鼓励方法 ，
这是对见义勇为等行为的肯定和

鼓励。
尽管这会让很多为了加分而

去做好事的人带有太多功利心 ，
并且会引发诸多事端。 但我还是
认为只要能够完善政策， 指明什
么样的情况应当受到表彰， 同时
把审核机制的公平公正度提高 ，
这样权衡利弊， 这项政策的推行

还是有不少好处的。 它既能从高
考生做起， 改变现在人情冷漠的
现状， 又能够给那些品德优良但
是学习上稍有欠缺的同学一个机

会， 让他们可以走到一个更高的
层次去完善自己的。

虽然可能有人会说 “如果是
我遇到这件事我也会这么做”，但
是真正得到表彰的却是别人。 对
于这样的情况， 我想说做好事是
点点滴滴的， 不能因为有好处才
去做，没有好处就不做，这样就算
你遇到突发情况也不会有所作

为。 何况真正到了紧急时刻，并不
是所有人都有胆识去面对的。 所
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是认为这
项政策是公平合理的， 稍加完善
可以实行。

山东为见义勇为高考生

加分的事，我发现聚焦点在于
认为“把良知和正义明码标价
是亵渎”。 “明码标价亵渎论”
的背后，我看到的是人们对于
高考加分的义愤填膺，更是对
于高考竞争的焦虑。

首先，我并不赞同这种做
法，但也不会去反对。 这是对
见义勇为学生的一种肯定，特
别是在年轻学生对社会缺少

关注的当下，这是教育部门对
于惩恶扬善、是非价值观的一
种正确导向。

其次，对于网上“孩子，穿
上这个再去抓坏人”的相关漫
画我表示质疑。真的会有家长
功利地为了这 20 分去鼓励孩
子刻意地见义勇为吗？ 一方
面，担心孩子安全的老师和家
长肯定不会如此主张，谈何鼓
励之说？ 另一方面，成长中的
高中生已经趋于成人，尽管思
想还不完全成熟，但至少已有
基本的判断，难道真的会为了
20 分去乱冒险？

最后，我觉得教育部门也

许能有更好的方案去作出褒

奖。
不给见义勇为的学生加

20 分， 在高考过程中一视同
仁， 大家通过考试公平竞争，
排除这类加分等因素。而对于
当事学生，在褒奖上可以通过
诸如经济补助、 物质奖励、证
书说明等多种渠道表彰。这是
权衡之后最公正的方法，既是
对于高考其他考生的公平保

证，更是对见义勇为学生的一
种肯定。 以我为例，我高二时
因见义勇为获奖，高考那年也
并未因此获得加分。当时获得
了政府和公安局的小额经济

补助和世博会门票。当时政府
工作人员表示意在 “略表心
意，对正义感的宣扬和赞扬”，
这些也都在我意料之外。

把见义勇为物质化是社

会的悲哀，毕竟，见义勇为的
学生的动机并非出于利益。争
议见义勇为加分是一些网友

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
很好奇，为什么大家的聚焦点
统统集中于那 20 分加分呢？

高考是考核一个学生学习的手段， 而真正对
于一个人的度量应当是全面的，兼顾到道德、智慧
和技能等等， 我想这也是这项政策出台的一个原
因。

但是事实上， 我们之所以一直以来只用高考
来衡量学生， 正是因为我们注意到了如果采用多
种度量方法势必会产生非常多我们考虑不到的情

况。 现在有了这种形式的表彰，那么大到那些在奥
运会上得奖为国争光的人， 小到家庭困苦却一边
忙着照顾家里一边用功读书的人， 这些人都是出
色的，可是我们如何用一把尺子去衡量呢？ 还有一
种情况，在表彰时有 5 个同样优秀的人，但是只能
选择其中一个， 在这个过程中的公平性就无法保
证了。 因此我们仅仅用高考这样一个模式化的形
式让高校筛选学生，这样才能去掉很多因素，使得
高校选择生源的过程简单化。

那么， 我们应该完全摒弃对道德优秀的表彰
吗？我认为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把高考和这种方
面的度量区分开是可以做到的。 这是在另外一个
层面上的评议，也存在多种多样的因素，毕竟有很
多高尚的道德是没有机会表现的。 当然，如果一定
要将两者结合， 那么可以把对道德的考评变成高
考的一部分，确立一种程序化的评分系统，把高考
分数和品德分数综合统计。

总之， 这项政策的实行还是要有进一步思考
的。如果它带来诸如学生不好好读书而专门去抢着
做“好事”、争名夺利等这样的负面影响就不好了。

在这项高考加分政策出台前， 山东省
进行过一个大幅度的教育改革。 他们就高
考公平公正的导向对高考加分进行了一系

列删减。 为了突出公平，诸如特长生、竞赛
得奖等加分政策都取消了。 相对于这次的
加分政策，这两者似乎看上去是有矛盾的。
但事实上，这一加一减之间大有文章。

原先的加分政策，只是考虑到成绩、应
试等分数导向的内容，但是这次的确不同。
这是对于公益方面、价值导向的重新建立，
是对于增强学生公民意识的鼓励政策。 现
在很多家长、 老师通常会在孩子的成才上
过度关注学习成绩， 又由于大多数孩子是
独生子女，会缺少一定的公民意识，所以对
学生进行整体评价是很重要的。另外，针对
现在学生群体中只会读书却缺少道德诚

信、 自私自利这样一个违背教育目标的现

象， 这样的一加一减正是对学生评价体系
中权重的一个调整。 所以不论是之前加分
的减少还是这次新提出的加分， 目标都是
一致的———寻求更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

事实上，在这个政策上，对于品德修养
功利化的担忧也是成立的。 为了加分而做
好事、 在评选过程中公权私用等现象的确
会存在。 因此，怎样降低担忧应当由监管力
量的加强来保证。 细化细节，那么整个过程
就可以被监督，形成体系，这样就能在很大
程度上保证这项政策实行的公正性。 另外，
如果只是急功近利而没有用心去做也是不

可能得到表彰的， 做好事还是应该有持之
以恒的毅力。

我认为如果加以细化， 这个政策是很
好的。 它的动机和导向都将现在学生的评
判标准提到了一个更全面的道德层面。

稍加完善可以实行
郑博文（工业技术学校三年级）

可以另寻出路进行表彰
张秋珏（上海大学大二）

品德考核
应当和高考区分开

顾晓鸣（社会学家）

整体的导向是好的
杨雄（上海市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

见义勇为高考可加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