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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文化”跑偏的隐忧
□ 陈永华

近期，有关各级各类学术会议召开的消息让人

应接不暇。这些会议中，有的的确聚焦学术问题探

讨，有的却充满了“秀场”的味道。“学术会议文化”

存在跑偏的隐忧。

学术会议泛滥，不是新近出现的话题。多年以

前，就曾有有识之士发出过“学术研讨会为何会沦

为表演”的警示。确实，现实中，在研讨会结束之后，

很少有人关心会议取得了哪些共识、厘清了多少问

题、有哪些争而未决的问题，人们往往更关心那些

外显出来的效果。比如：有哪些重量级的人物出席

了会议？有什么级别的领导在会上致辞？会议场

地是否够档次？有多少家媒体的记者来到了会场？

会议报道在微信朋友圈里的转发数量多不多？等

等。当下，学术会议的规模越来越大，但会期越来

越短，议程越来越密集，有时一个上午就安排十几

个专题发言。学术研讨会成了一种学术演出活动，

与学术研讨本身渐行渐远，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过去，这些现象更多地发生在高校圈。令人

忧心的是，这样的学术怪象正在被中小学效仿，一

些做法甚至被当成了一种先进的模式。现在，有不

少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学校热衷承办或主

办所谓的学术研讨会，不仅办会的次数越来越多，

规模和排场也越来越大，领导坐镇、专家云集、现场

直播、会间茶歇、师生展示等成为基本动作。过度的

展示不仅造成了浪费，还让校园从宁静走向了“喧

嚣”，给教师和学生带来了额外的负担。

梳理中小学主办或承办的会议，常常会看到一

些高校和学术机构的影子。诚然，他们的介入或许

能提升学术会议的“档次”，但值得慎思的是，不能

让会议成为这些高校或学术机构利益体的思想跑

马场和宣传广告台。有些会议呈现出过度跟风炒

作的样态，存在思想的媚俗化和功利化“套现”的嫌

疑。

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

一方面，学术会议要回归学术交流的本位。另

一方面，中小学应厘清和坚守自身的定位，将教育

教学工作作为中心工作。确有需要召开学术研讨

会时，必须搞清楚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开会？谁认

为有必要开会？希望得到的会议成果是什么？如

果没有达成目标，会发生什么？如何推动会议的成

功开展？

对于学校而言，任何一项教学外事务都应该慎

重思考其投入与产出比。学校作为会议承办方投

入的不只是所谓的会议经费，还有师生的大量精

力。因此会前应反复思量：通过承办会议，学校想

得到什么学术支持？能得到什么学术支持？为此

是否值得承担会议对正常教学秩序的冲击？

不可否认，健康的会议文化可以成为一种推动

学校管理进步的亚文化，但真理往前跨一步就会走

向反面。走向反面的会议文化会成为阻碍教育变

革、学校进步、师生成长的“反文化”。

社会心理学中有一种“共享现实”的说法。也

就是说，当“被内卷”的感受成为一种社会气氛后，

人们常常选择用同样的“内卷”方式来应对，但这种

方式不应蔓延到学术会议文化中。在时间越来越

宝贵的的当下，如果所谓的学术研讨会都有“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之嫌，那真是罪

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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