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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社会热点 开拓教育新天地
’

— 盐城高校开展
“
建设文明城市

”
专题辩论活动的做法

夏世华 韦慈竹

(盐城市委宣传部
,

盐城市高教办公室
,

盐城
,
2 2 4。。3)

1 9 9 5 年 12 月
,

盐城市委宣传部
、

市教育局
、

团市委在盐城 4 所高校组织了两场以
“

建设文

明城市
”

为主题的
、

别开生面的辩论大赛
。

这次活动以提高市民
、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为主要 目

标
,

以文明城市建设的热点问题为内容
,

以辩论会的形式为载体
,

通过现场 比赛大会和 电视转

播
,

向全市人民进行宣传
,

因而得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和支持
,

学校积极参与
,

社会普遍关注
。

这次活动是高校大学生运用新颖的辩论形式
,

既教育 自己
,

又宣传群众
,

开拓教育新天地的一

次成功探索
。

一
、

围绕社会热点问题
,

精心策划
、

指导高校
“

建设文明城市
”
辩论活动

几个月前
,

省卫生检查团对盐城市检查结束以后
,

市区的市容市貌
、

环境卫生
、

交通秩序整

治出现了一些回潮现象
:

行人乱吐乱扔
、

车辆乱行乱停
、

摊点乱设乱摆
,

杂物乱堆乱放等问题时

有发生
。

这些问题是市长
、

市民普遍关注
、

急需解决的社会热点问题
。

要切实解决这些问题
,

必

须从社会公德这一基础教育抓起
,

从人们的 日常行为规范抓起
,

提高市民的素质
,

在这方面形

成共识
。

为此
,

市委
、

市政府在全市开展 了
“

建文明城市
、

做文明市 民
”

的大讨论
,

各级宣传部门
、

电视台
、

电台
、

报刊等新闻单位都围绕这一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

强化舆论氛围
,

街道办起了文明

学校
,

单位开展了文明竞赛
。

为了深化讨论活动
,

盐城市委宣传部等主办单位进行了研究
:

从提

高市民
、

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这一主 旨出发
,

着手组织盐城高校的辩论活动
,

借鉴辩论这种载

体
,

寓于新的教育内容
,

将会得到事半功倍的社会宣传效果
。

此次选定的辩题是社会的热点问

题
,

即《关于建设文明城市中的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建设问题 》
。

正方观点是
:

应该先抓硬环境

建设
,

后抓软环境建设
; 反方观点是

:

应先抓软环境建设
,

后抓硬环境建设
。

另一个辩题是 《关于

建设文明城市中的教育与管理问题 》
。

正方观点是
:

先教育后管理
;反方观点是先管理后教育

。

这些热点问题正是创建卫生城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因此
,

选定这样的辩题针对性强
,

会引起

社会反响
。

在辩论组织上
,

为改变少数人搞辩论的状况
,

着力引导学生广泛参与辩论活动
,

市委

宣传部等主办单位要求把选拔辩手的过程作为一个组织广大学生参与社会调查
、

群体辩论
、

自

我教育的过程
。

统一组织高校的学生到市建委
、

工商局
、

卫生局
、

公安局
、

环保局等部门调查了

解城市建设
、

管理
、

教育情况
,

并请这些部门的负责同志帮助学生开拓思维
,

理清思路
。

尔后
,

各

学校在广泛发动学生参与辩论的基础上
,

开展了班与班
、

系与系之间的近百场辨论会
,

选拔出

4 个辩论代表队
、

16 名辩论选手
。

其辩词观点
、

辩论艺术充分代表了群体辩论水平
。

在评判标

准 上
,

既注重辩论技巧
,

更注重联系社会实际
。

评判条例中明确提出
,

评分主要以
“

真理加技

收稿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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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

为标准
,

内容突出理论联系实际
,

尤其是联系建设文 明城市的实际展开论辩
,

并将这部分的

评分比重加大
。

在价值导向上
,

既尊重专家学者的意见
,

又将社会公众的认同作为衡量论辩水

平高低的尺度
。

在各轮辩论竞赛中
,

评委采取分别打分
、

专人统计
、

众人合议的办法
,

既体现专

家
、

学者的意见
,

又考虑评判的结果与广大社会公众的认同
。

特别是在最后的辩论决赛中
,

特邀

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得主南大辩论队的领队
、

教练以及南大
、

南师大
、

南农大的教授们根据

这一价值导向
,

统一思想
,

将评判的权威性
、

公正性
、

社会公众的认同感融于一体
,

评出的优胜

辩论 队
、

最佳辩论手
、

优秀辩手
,

赢得广大观众的认可和赞誉
。

二
、

着眼于自我教育
,

全面提高学生的知识
、

思辩
、

文明素养

在开展这次辩论活动之初
,

各校党委就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

社会本身就是一所大学
,

我们

组织学生参加
“

建设文明城市
”

辩论活动
,

是引导学生 自我教育
,

参与社会实践的一种好形式
,

它可以使他们长知识
,

增才干
,

全面提高一个现代文明人所具备的素质和素养
。

应该说
,

参加这

样社会性很强的辩论活动
,

是学校
、

学生的内在要求
。

为此
,

各学校在辩论活动中有针对性地开

展了自我教育
。

一是着力开拓知识面
。

盐城工专
、

职业大学参加辩论的学生多数是建材系
、

机

械系
、

管理工程系
、

经管系
、

食化系的
,

对人文教育方面的知识比较菲薄
;
盐城师专

、

教育学院参

加辩论的学生多数是中文系
、

政史系
、

外语系的
,

对城市建设
、

管理
、

现代科技方面的知识比较

生疏
。

为了克服这种知识结构的单一现象
,

为参加辩论提供充分的知识
,

许多学生利用双休日

和课余时间跑到新华书店
、

图书馆
,

购买
、

翻阅了《法学 》
、

《伦理学 》
、

《哲学 》
、

《管理学 》
、

《现代科

技知识 》等大量书籍
。

还有的同学到市委宣传部
、

城建
、

交通
、

卫生等部门寻找《社会公德手册 》
、

《文明市民读本 》
、

《城市交通规则 》
、

《卫生管理条例 》等有关建设文明城市的守则和法规
。

并通

过学习消化
,

汲取其丰富的知识内涵
,

创造性地运用到辩词写作中去
,

有的同学写了几万字的

读书笔记
,

有的同学写了 10 0 多张读书卡片
。

二是着力增强思辩能力
。

在这次辩论活动中
,

各

学校的指导老师
、

教练普遍感到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哲学理论功底不厚
,

思辩能力较差
。

比如

有的辩手对辩题的正反方观点理解不透
,

在辩论初赛中
,

把
“

先教育后管理
” 、 “
先管理后教育

”

理解为轻重之分
,

有无之分
,

没有真正从哲学的高度认识教育与管理是并重关系
,

以及在此基

础上事物发展的先后顺序关系
。

对此
,

主办单位组织各学校教练
、

辩手代表赴南京大学培训
,

专

门请国际大专辩论冠军得主南大辩论 队领队曾红璐副教授从辩论智囊团的组成
、

辩题分析入

手
,

主讲了辩论的思辩要 旨
。

同时在辩论模拟对抗赛中
,

请分管城建等工作的同志帮助分析辩

题
,

提高理性思维和感性认知的层次
。

他们在 自由答辩演练阶段中
,

除了请陪练的反方队或正

方队提出各种尖锐的问题外
,

还请本系
、

本班级许多同学从不同的角度
、

不同的层面
,

提出几十

个
、

几百个有关问题
,

让各位辩手思考回答
,

这样训练辩手
,

有效地开拓了思维
,

提高了思辩能

力
。

在最后辩论大赛的竞技场上
,

让观众看到的是
,

两军对垒的辩手 们唇枪舌剑
,

短兵相接
,

陈

述自己一方观点时高屋建瓶
,

旁征博引
,

丝丝入扣
,

反驳对方观点时尖锐锋利
,

穷追猛打
,

步步

紧逼
,

时而迸发出理性思辩的火花
,

时而飞溅出幽默诙谐的水珠
,

展示了大学生 良好的辩才和

对建设文明城市的多方位思考
。

三是着力提高文明素质
。

各高校党委
、

团组织认为
,

这次辩论

活动首先是学生 自己受到了教育
。

盐城师专开展了
“

与脏话告别
”

活动
;
盐城教育学院开展了

“

我爱美丽的校园
”
活动

;
盐城工专开展了

“

文明校园
”

创建活动
。

通过开展
“

建设文明城市
”

辩论

活动
,

大学生们的文明素质得到全面提高
,

精神风采也得到全面展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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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运用新颖的辩论形式
,

大力强化
“
建设文明城市

”

辩论活动的社会宣传效果

从宜传思想工作改革
、

创新的角度看
,

这次辩论活动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

一是改变
“

我

说你听
” 、 “
我打你通

”

的报告方式
,

采取
“
以群教群

” 、 “

民主辩论
”
的新形式

,

使宣传内容越辩越

明
。

市委宜传部等组办单位认为
,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人们的思想也趋于多元化
、

开

放化
,

认识问题的过程有先有后
,

有高有低
,

不尽统一
,

不尽完善
。

所以
,

通过新颖的辩论形式
,

让
“

大家谈
”
一个共同的热点话题

,

并设置正反两方各执一个观点
,

多位思维
,

你争我辩
,

观众
、

听众在倾听双方意见中换位思考
,

同时受到教育
。

二是改变
“
一人讲千人听

”

的演讲方式
,

采取
“

少数人辩论百万人收视
” 、

辩论竞赛与电视转播结合形式
,

使宣讲覆盖面越来越宽
。

市委宜传

部等主办单位的领导同志
,

在辩论大赛之前
,

深入到 4 所高校
,

逐家听取准备工作介绍
,

观看辩

论活动
,

纠正偏离主题的做法
。

在此基础上
,

组织模拟对抗赛
,

以把握好辩论的宗旨
,

保证社会

宣传效果
。

在辩论大赛结束后
,

对辩论赛中非主流
、

低层次的辩论内容进行了认真的研判甄别
,

并确定取舍
。

三是改变
“

知易行难
”

的现状
,

将言教与身教紧密结合起来
,

使社会宜传效果越来

越大
。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
, “

说起来容易
,

做难起来难
”

是一大通病
。

尤其是在建设文明城市中
,

这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
。

为此
,

市委宣传部
、

市教育局
、

团市委等部 门从言教与身教结合入手
,

在辩论活动前后
,

组织 了 4 所高校
、

17 所中专校 8 0 0 0 多名大
、

中专学生走上街头
,

紧紧围绕
“

建设文 明城市
”
主题开展

“

青年志愿者
”
活动

。

可贵的是
,

他们结合辩论活动
,

加强文明城市的

教育与管理
、

硬环境建设与软环境建设
,

肩负宣传社会公德
、 “

门前三包
”

管理
、

亲手清理脏乱差

等任务
,

为广大市民放 了样子
,

发挥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

现在
,

每逢双休 日
,

你就会看到大学生

志愿者的身影
,

听到他们向路人宣传的声音
,

见到他们装点城市优美环境的足迹
。

通过这场大

辩论
,

全市人民建设文明城市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统一
,

建设文明城市的热情得到进一步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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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复合型人造大理石物理力学性能

性 能
密度 ( 8 /

e m 3 )

抗压强度 (M P
a )

抗折强度 (M P
a )

收缩率 ( x lo
一 ` )

表面耐蚀性

表面耐污染性
光泽

聚脂高铝水泥大理石
2

.

3 5

4 7
.

2

5
.

4

2
.

2 1

良好

优良

良好

聚脂矿渣水泥大理石

2
.

3 6

4 2
.

0

2
.

0 4

良好

优良

良好

3 结论

有机无机复合型人造大理石性能优良
,

生产工艺简单
,

制作成本较低
,

是一种很有前途的

新型建筑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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