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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卷与作秀彼此绑定

□ 陈永华

到底是谁卷了你？内卷文化何以演变成了一

种不健康的竞争文化？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缘由，那

就是内卷与作秀彼此绑定。作秀有三个参与主体，

除了作秀者、看秀的观众外，还有互联网背景下的

传播介质。在各方的作用下，这种作秀现象慢慢变

成了一种承载着共同价值理念，有着丰富仪式行

为，甚至有着共同话语体系的文化现象。每一个参

与者都被这种文化所引领且浸润其中。

目前，学校和教师群体中出现的作秀活动，比

较典型的有夸张的仪式、热闹的评奖、受追捧的会

议、过度的展示以及各种疯狂的拉票行为。这些作

秀表现往往通过各种媒体平台上的“晒晒晒”行为

放大了效应。可以说，各类平台一定程度上都是作

秀的共谋者。它们为了完成所谓的宣传任务，同时

吸引眼球，成了各种“秀”的助燃剂。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作秀是内卷文化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内

卷文化的浸淫之下，人们争相表现，展示自己的才

能和成就，而作秀则进一步迎合且加深了内卷的趋

势。久而久之，参与者会因为自己处于人际网络链

条的高位而变得沾沾自喜。

客观地讲，正如适度的内卷可以发挥正向效应

一样，适度的作秀文化也是有其价值的。但问题在

于，当我们把“秀”的目的指向了让人看见以及证明

自己做过某件事的时候，是否还记得“秀”背后所隐

含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当这种“被看见”和“证

明”受到他人点赞肯定时，这种行为就会进一步被

强化。无形中，“秀”成了自我评价的重要选项。作

秀也就逐步脱离了价值追求，走向了功利主义。更

严重的是，不少局内人还会振振有词地用“剧场效

应”为自身的行为进行辩解。

坦率地说，人对抗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喧

嚣的氛围中，一个人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保持自

我。但放弃教育常识，对一些真正有教育情怀的教

师来说也是极其痛苦的事。教师能不能保持职业

理想，能不能从实际的工作中而不是各种作秀中感

受到职业幸福，取决于他对教育的理解以及追求的

方向是否正确。如果缺少正确的教育价值观，那么

作秀文化必然变质。由此，这种文化就会表现出

“反文化”的特征，对个人的身心发展和专业成长产

生负面影响。同时，作秀的结果也难以被广泛认

可。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对教育和作为教师应具备

的理想主义情怀的亵渎。

在内卷文化和作秀文化的双重裹挟下，我们时

常有如困兽般渴望“被解放”。事实上，我们不必一

味苛求或者期盼环境会像“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般瞬间改变，因为我们都是改革创新

的局中人。一方面，我们应该坚信，学校办学一定会

从以指标为手段的工具治理逐步走向被正确理念

驱动的价值治理，名校和名师也不是秀出来的。另

一方面，我们要明白，要实现自我的解放，首先要解

放我们的思想，挣脱思想的枷锁。如果我们时时刻

刻都能拥有坚定的信念和宠辱不惊、从容平和的心

境，或许就能发现教育的诗意与美好。

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囚徒困境”。当我

们把屈从和满足于各种“秀”的做法当作是一种基

于现实的理性选择，也许离所谓的理智是越来越

近，但离初心却是愈行愈远。这才是最需要我们警

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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