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題海戰術
•高中三年，學生通常會在兩年內學完三年的內容，餘下的一年投入
大量時間複習高考考點，配合海量模擬試題，重複做題，力爭在高
考前將學生做題的潛力挖掘到極致。

嚴格作息
•在傳統的 「衡水模
式」 下，學生每天早
上5點後起床，然後
跑早操，之後進入早
讀時間，全天13節課
持續到晚上10點半，
學生的行為作息由學
校規定，精確到每一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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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貫之的題海戰術、嚴苛的
軍事化管理……以河北衡水中學為
標桿的內地高考 「衡水模式」 再度
陷入爭議。近日，題為《衡水二中

學生的發聲，救救我們》的文章引發互聯網廣泛
關注。文章以河北衡水市第二中學（衡水二中）
一名外地學生的口脗稱學校存在腳踢拳打體罰學
生，吃飯時間安排不合理等問題。對此，衡水市
教育局表示已安排工作人員介入調查。有該校畢
業生表示，打人情況確實存在 「但不多」 ，教書
育人，學校只做到了 「教書」 ，很少體現 「育
人」 。專家指出，包括衡水二中在內的 「衡水
系」 倡導的 「高考工廠」 辦學模式與教育評價改
革完全背離，必須叫停。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上述文章稱，學校濫用 「停課」 等手段，懲罰學生腳
尖貼牆、額頭貼牆站立，時間不限，短則幾節課，長則幾
天。 「有同學因為值日沒掃乾淨，被班主任踹飛一米多
遠；有同學被按在牆上捶打胸口，出來蹲着做題；還有同
學因為伸了下懶腰被罰蹲一節課」 ，而言語上的辱罵更是
屢見不鮮。

「吃飯時間只有五分鐘」
文章還提到，學校的吃飯時間安排、宿舍紀律要求、

內務要求均不合理，例如 「吃飯十五分鐘，除去跑到食
堂、排隊，再回到教室的時間，滿打滿算只有五分鐘，要
想不捱餓只能狼吞虎嚥」 「宿舍住在七樓，要求從起床7
分鐘就到操場」 。

文章發布後，在內地隨即引發各方關注，話題一度登
上各大社交平台熱搜。據內地媒體報道，有衡水二中的學
生自述，自己在校期間會被罰做蹲起，也會被老師打罵。
也有些學生認為，老師打罵學生現象不太常見，絕大多數
老師會按照學校的管理制度，極端的情況是少數。但學生
就餐時間確實緊張，校內各種紀律要求也很嚴格，比如早
晚飯時間短，以及上課犯困、自習抬頭、坐姿不端正時被
老師抓到，會被停課。對此，多位自稱該校畢業生的網友
向大公報表示，情況基本屬實。有該校畢業生表示，教書
育人，學校只做到了 「教書」 ，很少體現 「育人」 。

校方：師生問題是學校共性
針對此事，衡水市教育局相關工作人員表示，相

關部門已看到網帖內容，教育局已安排工作人員介入
調查。衡水二中辦公室一名工作人員表示，此前沒有
學生向學校辦公室反映老師體罰、打罵學生等情況。
該校相關負責人回應稱， 「（師生問題）你要說完全
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些學校很共性的東西。但絕不是
（網傳文章）那種情況。」 目前學校已經報警。

事實上，關於衡水二中的爭議近年來甚囂塵
上，過去幾年，該校曾發生過多起學生因不
滿學校教學安排而進行舉報的事件。2021年
初，就曾有自稱衡水二中學生的人反
映，寒假期間學校還安排了網課作息
表，課程從早上5點半一直上到晚上10
點。作息表顯示，早上5點50分早
讀，中午12點休息；下午2點上數學
課，晚上7點吃飯；晚上8點到9點
半，為各科目答疑時間，到10
點結束。此外，學校
還要求期間要一直保
持攝像頭打開。

河北高考工廠體罰學生遭查
腳踢拳打隨意辱罵 只管教書懶理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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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發聲 『救救我們』 ，不能再
淡化處理。」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
丙奇在接受大公報訪問時表示，應由國
務院教育督導室啟動對包括衡水二中在
內的 「衡水模式」 的全面督查，叫停與
教育評價改革完全背離的 「高考工廠」
辦學模式，讓學校回歸育人而不再是只
育分的堅定決心。

「這篇文章對學校違規辦學的指控
是十分嚴重的。」 熊丙奇認為，這些指
控，都指向學校的辦學目標，就是唯分
數、唯升學，用極端的管教措施，把肩
負育人責任的學校打造為 「高考工
廠」 ，逼迫學生把全部心思、精力都用
在學習、提分上。

「近年來，包括衡水二中在內的衡
水辦學模式，一直遭遇輿論詬病，但

是，這種模式卻始終難以撼動，反而有
進一步加劇的趨勢。」 熊丙奇認為，學
校為追求升學率而實施的違規辦學，被
默許、縱容，因為升學率也是地方教育
部門在意的重要辦學政績。打造升學名
校，圍繞升學名校發展高考經濟，也是
地方發展經濟的一種手段。

熊丙奇表示調查、回應此事，不能
就由學校或當地教育部門進行，而應由
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根據
《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
的要求，從維護良好教育生態出發，啟
動專項調查。如果確實存在文章所稱的
辦學行為，要堅決清除這種極端的唯分
數、唯升學辦學模式，並追究地方政府
為追求升學政績，打造高考經濟縱容違
規辦學的責任。

專家：摒棄唯升學模式 回歸育人初心

▲在河北省衡水第二中學，備戰高考的高三學生在老師的指導下自習。

衡水系狂設分校 全國遍地開花
如今的 「衡水模式」 ，遠不只存在

於河北衡水，甚至已演變為一種合作辦
學生意，逐漸從河北擴張至全國。內地
媒體統計，衡水系中學曾在內地多省份
設20餘分校，後被官方叫停。

2013年，河北泰華錦業房地產開
發有限公司和公辦學校衡水中學簽訂協
議，投建衡水一中， 「衡中」 品牌自此
「一名多校」 。次年衡水一中落成，衡
中則與四川的遂寧中學外國語實驗學校
合作，掛牌 「衡水中學四川分校」 。

此後，衡中的名號時不時出現在不
同省市，有時是 「衡水中學分校」 ，有
時是 「衡水一中分校」 ，除了河北省，
雲南、新疆、河南、山西、內蒙古、浙

江、江西、廣東、湖南、甘肅等地均有
分布。據內地媒體統計，截至2021年9
月，衡中揭牌過的分校至少21所，其中
衡水中學分校13所，衡水一中分校8
所。此外，衡水的另一批民辦校如衡水
二中的民辦校志臻中學，衡水五中的民
辦校桃城中學，都在河南、黑龍江、廣
西等地踏上了分校擴張之路。

衡中系學校遍地開花的同時，跨區
域招生、提前 「掐尖（子生）」 招生、
收費偏高等問題飽受爭議。2017年4
月，衡水第一中學平湖學校揭牌引發廣
泛爭議，直接導致教育部介入調查。
2022年，衡水一中更名為衡水泰華中
學，脫離了公立衡水中學的管轄。

統一思想
• 「衡水系」 及沿用 「衡水
模式」 的學校中處處可見
激勵式和反思類標語、口
號，如 「圓夢清（華）北
（大）創佳績」 、 「衝刺
高考，初心不忘，不負爹
娘」 等。

▲高考前，衡水二中的學生在操場上參加減壓活動。 新華社

衡水模式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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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水模式，即 「衡中模
式」，是河北衡水中學適應當前

高考制度而形成的一種應試教育模式，在這種
模式下，學校如同一座高考工廠，學生如同機
器不停運轉，在備戰氛圍和題海戰術中應對高
考。通常在這一模式下學生的高考成績均十分
優異，其本科升學率、清華北大等名校尖子生
錄取率在全國首屈一指，但常年受到社會輿論
「令學生身心受損、失去創造力」的詬病。該
模式在全國範圍內各類 「衡水系」公辦、民辦
中學及補習學校間推廣， 「衡水系」中學如衡
水中學、衡水二中也與安徽毛坦廠中學並稱為
內地知名 「高考工廠」。

什麼是 衡水模式
話你知

大公報整理

衡水二中畢業生夏金魚

一句話：素質教育只存
在於京津，跟冀（河北）沒
啥關係，痛苦的回憶。北京家長露露

像衡水二中那樣的學校只是在培
養冷漠無情的考試機器，即使不體罰
學生，我也不相信這種學校能培養出
健康積極的孩子。

網友白十五

我們河北學子享受不了北京那樣
的素質教育，但是可以在一些優質學
校裏選擇，畢業你會發現總有人痛恨
這個學校，但是總有人感激。

衡水某中學學生家長王女士

我當然知道全天埋頭學習會讓孩
子失去創造力，可高考看的是分數。
在這個模式下刻苦堅持三年，考上好
的大學就是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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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內地不少中小學效仿 「衡水模
式」 ，推廣題海戰術，堅持成績之上，要求學生
只專注於學習，給眾多學子留下陰影。有網友追
憶高中生活時表示， 「人人都恨衡水，但人人都
在衡水。」

網友阿崔表示，自己對衡水二中學生的日常
生活感同身受： 「我的高中雖然不至於到衡水二
中這麼嚴格的程度，但也類似 『衡水模式』 軍事
管理，「每天早上五點半起床，六點查早讀。如果
這個時候你不在座位上，你的名字就會出現在樓
下大熒幕上。午飯和晚飯時間只有半個小時。」

如今，已是大四學生的阿崔依然覺得高中的
經歷對其有着很大的影響。 「高中畢業後很長一

段時間裏，我都認為只有學習這件事情是重要
的，其他任何人際交往活動都不重要，也會把學
習作為衡量人的唯一標準，如果學習不如人，會
覺得自己整個人不如別人。」

「寒暑假寫不完的卷子，上不完的網課。過
着只有兩天沒有作業的年，每周考不完的試，十
幾分鐘的早洗漱還要壓縮。」 湖北高中生 「小飛
羊」 吐槽道， 「 『衡水模式』 帶來了什麼呢？辦
高中的意義只是為了升學率嗎？」 河南某縣城的
一名高中教師表示，自2017年起，他們學校一
直在模仿衡水中學的管理模式，這五六年來，
「不僅是學生，我們作為教師也是身心俱損，苦

不堪言。」

人人都恨衡水，人人都在衡水

焦點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