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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政党推出新面孔
在印度政坛，亚达夫是一张新

面孔。然而，这位北方邦最年轻的首
席部长大有来头，出身于当地政治
世家亚达夫家族。

亚达夫的父亲穆拉亚姆·亚达
夫是印度社会主义党创始人。当年，
老亚达夫不过是一名摔跤手，凭借
坚韧不拔的毅力建党，广泛争取出
身卑微的贫苦农民支持，最终在
!"#"年当选北方邦首席部长。

亚达夫早在 $%%%年即投身政
治，成功当选印度国会下议院人民
院议员。当年他只有 $&岁，是最年
轻的议员。多年来，亚达夫一直低调
行事，避开公众视线，直到父亲政坛
失势后，才逐渐崭露头角。

社会主义党如今名声不佳，为
腐败和刑事案件所累。今年，社会主
义党当选的半数议员都面临刑事罪
名指控，尽管北方邦其他地区性政
党也面临同一问题。

为洗刷社会主义党的罪名，亚
达夫严肃纪律，要求凡有意参选的
党员都须递交申请书并接受考察。
党内提名候选人时，他否决了多名
有刑事犯罪记录的党员，亲手提拔
多名名誉好的党员参选。

骑着单车下乡拉票
年轻的亚达夫好似一股清新的

风，让北方邦选民看到希望和改变。
亚达夫在北方邦出生长大，后

远赴澳大利亚悉尼学习环境工程
学。如此经历使他以兼顾传统与现
代的形象示人，既符合选民渴望改

变的需求，又不至于被指责是脱离
大众和现实的精英阶层。
亚达夫认同技术和市场对发展

的重要性，甚至承诺将向在校学生
分发可免费使用的平板电脑。他愿
意倾听城镇选民的诉求，并主导社
会主义党调整工作重心争取这部分
选民支持。
另一方面，亚达夫从未放弃社

会主义党的传统阵营———出身农村
的草根阶层。尽管讲得一口流利英
语，他在公开露面甚至接受英语媒
体采访时仍坚持用印地语。他以自
行车为交通工具，深入田间地头，展
开独具特色的竞选攻势。

“与大规模竞选集会相比，我发
现骑着自行车竞选能更好地联系群
众。”选举期间，亚达夫骑着自行车
累计行驶近 $%%公里路程，大量接
触草根阶层选民。社会主义党也打
出“骑动希望”的竞选口号，寻求中
低收入选民支持。
亚达夫与妻子自由恋爱的故事

也广为传颂。国外求学归来后，亚达
夫与妻子相恋，却因种姓原因遭家
里反对。他坚持真爱为结婚前提，最
终修成正果。

颠覆对手选举策略
参选之初，亚达夫并不引人注

目。但随着北方邦选战日益激烈，媒
体开始关注亚达夫，并越来越多地
将他与全国政坛明星拉胡尔·甘地
相提并论。

拉胡尔·甘地是国大党主席索
尼娅·甘地之子，印度政坛世家尼赫
鲁'甘地家族第四代传人。为了这
次地方选举，他婉言谢绝总理曼莫
汉·辛格的入阁邀请，一年多来全职
竞选。为塑造亲民形象，他住到村里
的草棚中，还参加村民们的抗议。
选举中，甘地将北方邦时任首

席部长马亚瓦蒂视作主要竞争对
手。马亚瓦蒂是北方邦首位女性首
席部长，出身低种姓阶层，因此颇得
草根阶层支持。但是任职后，马亚瓦
蒂因生活铺张、大肆竖立个人塑像
和涉嫌腐败而渐失民心。

为示区别，甘地打出“年轻”和
“改变”两张牌吸引选民。()岁的甘
地早年留学英美，与印度其他政治
家相比，可谓年轻又现代。然而，亚
达夫的出现却颠覆了甘地的选举策
略。亚达夫比甘地还年轻 *岁，也有
留学海外的经历。
结果，以亚达夫为代表的社会

主义党取得意想不到的好成绩，在
北方邦 (%*个竞选席位中赢得 $$(

席，国大党只赢得 $+席。亚达夫出
任首席部长组建地方政府拥有绝对
优势，无需联合其他政党势力。
基于北方邦的选举结果，不少

分析人士对亚达夫寄予厚望，认为
在 !"#$年全国选举中，他有望率领
社会民主党对国大党构成威胁，并
终结尼赫鲁'甘地家族在印度政坛
的垄断地位。 袁原

! ! 拉胡尔!甘地作为国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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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邦堪称印度第一大

邦"拥有 !亿人口"在全国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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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家必争之地%

国大党是印度第一大政

党" 在 !""#年选举中连任"得

以继续联合执政%然而"由于受

腐败丑闻困扰"加上消除贫困&

抑制通货膨胀不力" 国大党难

以在中低收入和乡村选民中维

系原有影响力%

派甘地出马参加北方邦选

举" 国大党显然希望能够稳住

大多数选民支持" 为 !年后全

国选举积累政治资本%

国大党“练兵”

印度政坛新秀红人亚达夫
挑战尼赫鲁-甘地家族垄断地位

在3月印度地方
立法机构选举中，出
身地方政党的阿基莱
什·亚达夫 '见右图(

击败国大党总书记拉
胡尔·甘地等重量级
对手，当选人口最多
的北方邦首席部长。

分析人士对亚达
夫寄予厚望，年仅38
岁的他代表印度新生
代政治家，有望在
2014年全国选举中
挑战垄断政坛多年的
尼赫鲁－甘地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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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传奇色彩% !"世纪 $"年代"

由于吸引著名的#劫匪皇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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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参选议员"但最后被正法%

尽管拥有乡村草根阶层广

泛支持" 社会主义党不少政治

主张却趋于保守和极端% 任职

北方邦首席部长时" 老亚达夫

反对学校教授英语" 称这不利

于保护传统文化* 反对推广电

脑"称这将沉重打击乡村工业%

历经多年发展" 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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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社会主义党

好教师被“炒”
美国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麦克

法兰中学五年级教师莎拉·维索茨
基拿到解聘通知时很错愕，就在两
个月前校方听过她的课，给出很高
评价。“真高兴能看到一堂课如此有
效地融合教学和学生积极主动的学
习氛围”，副校长肯纳德·布兰奇如
是评估她的表现，还敦促她与同事
们分享教学方法。
校长塞缪尔斯没有对解聘维索

茨基一事公开表态，但给她写了封
充满溢美之词的推荐信，称赞她“有
激情，有创意，有远见，灵活性强，有
激发动力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导致维索茨基落马的直接原因

是“附加值”过低。“附加值”是一种
复杂的数据分析工具，用来衡量教
师对学生考试成绩的直接贡献。在
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下，华盛顿特
区和至少 $,个州已经或计划依据
“附加值”评估教师工作成绩。

华盛顿特区的教师评估体系
中，“附加值”评分占 ,%-，课堂考
察评分占 *,-，与校内事务和考试
趋势的配合度占 ),-。维索茨基的
“附加值”分数过低，因此即使她的
课堂表现受到高度肯定，也不足以
改变被解聘的命运。

评估压力大
*)岁的维索茨基 $%%"年从华

盛顿州一所私立学校转到麦克法兰
中学任教。私立学校不以分数挂帅，
更注重学生品德和情商培养，但在
华盛顿特区的公立学校，她得应对

一种完全不同的教育文化。
初到麦克法兰中学的维索茨基

并不适应新环境，校长对她如是评
估：“你的指导必须清晰并有区别
性，以适应学生们的不同需求。应该
尽可能增加指导时间，学生的不当
行为则应该降低到最轻程度。”
这一年维索茨基的课堂考察分

“附加值”过低，总评分仅为“低效”。
假如再拿一次“低效”，她将被解聘。
第二年维索茨基努力改进教学

方法，课堂表现有了很大改观。副校

长布兰奇特别表扬她与学生家长交
流的“创新”之举，比如邀请家长参
加班级活动、放学后陪伴住在附近
的学生走回家等。

家长布莱恩·多尔西称赞说：
“维索茨基是我接触过的最好教师
之一，对孩子们细心，作业全部看
过，愿意花时间沟通。”

分数有猫腻？
第二年，维索茨基的课堂表现

获得“有效”或“高效”的肯定，但由

于“附加值”分数过低，仍不足以改
变被解聘的命运。她愤怒质问：“我
想知道，为何我的‘附加值’评分和
其他各项评分悬殊巨大？”
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系统人力

资本负责人贾森·卡姆拉斯说，像维
索茨基这样课堂考察与“附加值”分
数悬殊的情况确实罕见，通常受评
估的教师如果某一方面得分很低，
另一方面分数也不会很高。
幸运的是，维索茨基仅仅失业

了几天，就在费尔法克斯县的海布
拉谷小学找到了工作，仍教 ,年级，
还有闲暇修读教育学硕士学位。

罪在“附加值”？
维索茨基事件再度引发美国教

育界针对教学评估体系的争论。
华盛顿特区 $%)) 年有 $%& 名

教师因评估不过关遭解聘，替他们
叫屈的人认为，这种结合人力考察
和严格运算法则的教学评估体系并
不科学，未必能反映教师的真正价
值，“附加值”比重过大尤其不合理。

教育部门则认为，“附加值”注
重考察学生成绩在一段时间内的变
化而不是单一学年的分数，更能体
现教学效果，而校方的课堂考察很
可能受个人感情或偏见影响。
研究人员担心，“附加值”的作

用可能被夸大。不少情况下，学生考
试成绩与教师表现无关，比如贫困、
学习障碍、突发疾病、家庭紧急事故
等，都可能影响考试表现。
教育专家指出，“附加值”永远

不该成为决定教师前途的关键因
素，,%-比重实在太高。 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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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果酱的草莓% !" 世纪 #"

年代初"统计学家威廉)桑德斯

首先在田纳西州将#附加值$引

入到教学评估体系%

#附加值$有一套复杂的计

算方法% 华盛顿特区的学校专

门聘请普林斯顿数学策略研究

所" 为特区内所有 %至 $年级

的 %&'名教师一一计算 #附加

值$评分"主要参考数据是学生

上年度和本年度的考试成绩%

以维索茨基为例" 研究所

先取得她班上每一名学生 %年

级的考试分数" 并搜索特区内

分数相同的学生% 等学生们参

加完 !"((年考试后"研究所结

合每个学生在她班上实际花费

的时间和人口统计方面的变动

因素"计算出她应得的平均分%

在 !"((年评估中"维索茨

基的实际平均分低于研究所预

测分"所以"尽管她的课堂考察

分为 )!! 分'最高 % 分("总评

分仍只到#低效$档次% 因为累

积两次#低效$"她遭到解聘%

其他一些州对#附加值$的

态度更为审慎% 纽约州最近规

定#附加值$在年度评估中仅占

!"*比重" 田纳西和明尼苏达

州也把该比重上限设为 )+*%

科罗拉多和俄亥俄等州则规

定" 体现学生成绩发展的数据

在各项教师评估计分中应该占

五成比重"但至于是否应用#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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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教学“附加值”教学评估让明星教师下岗
课堂表现备受称赞 无奈“附加值”分太低

莎拉·维索茨基曾是明星教师'见下图(，学校
对她的教学方法不吝赞扬。然而，她刚教书两年多
就被“炒”，理由是教学评估不过关，学生成绩未达
预期水准。维索茨基将此归罪于新教学评估体系不
公，近年来因评估体系落马的教师远不止她一人，
美国教育系统为此再掀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