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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观察

学者视点

■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当下， 我们正面临着社会转型

的机遇和挑战， 用何种标准选拔人

才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日 前 ， 第 二 届

“君子养成” 教育研讨会在复旦大

学附属中学青浦分校举办， 沪上教

育专家济济一堂， 探讨当代 “人才

选拔与君子养成” 话题———有的结

合自身体会讲述古今人才选拔的生

动事例及其通则， 有的结合多样化

的社会需求谈人才选拔和培养的多

样性， 有的则聚焦学校教育讨论如

何促使人才养成……然而， 不论从

何种角度出发， 作为学校教师和管

理者的他们认为， 君子博学多智 ，
重德行修养， 重实践笃行， 社会的

进步、 人才的选拔， 最终指向必然

以君子为先。

■孟雨

随着健身风尚吹遍全球 ， 一些

对健身感兴趣却无从下手的顾客开

始 在 经 济 能 力 许 可 的 范 围 内 ， 选

择 一 对 一 或 团 体 私 教 课 。 而 在 教

育 界 ， 尤 其 是 家 庭 教 育 的 领 域 ，
拥有私人订制式的教育规划和家庭

教育顾问， 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

的选择。
过 去 几 年 ， 我 从 认 知 发 展

(Cognitive Development) 、 家 庭 情 感

沟通 (Communication）、 孩子行为管

理 (Behavioural Management)、 社 区

感建立 (Social Support) 等角度， 为

多个英国家庭提供了超过 500 小时

的教育咨询和家庭亲子互动的观察

反馈服务。
我发现 ， 作为和孩子日夜相处

的 人 ， 父 母 都 是 天 生 的 “教 育 专

家”。 但是， 育儿理论知识只有在实

践 中 才 能 够 真 正 灵 活 运 用 。 而 且 ，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 ， 个体

差异之大， 决定了个性化教育方案

的重要性。

■陆一

关 于 素 质 教 育 的 讨 论 已 历 时 多

年， 这一教育理念首先是针对基础教

育的应试化、 高分低能等问题而被提

出 ， 随 后 在 高 等 教 育 领 域 又 衍 生 为

“文 化 素 质 教 育 ” ， 除 了 针 对 教 育 应

试 化 ， 更 侧 重 于 缓 解 专 业 偏 狭 化 和

重 理 轻 文 等 问 题 。 于 是 ， 在 中 小 学 ，
素 质 教 育 理 念 主 导 下 发 生 了 一 系 列

改 革 ， 包 括 课 程 体 系 与 内 容 、 教 学

方 式 ， 还 有 减 轻 学 业 负 担 、 新 高 考

改革等政策， 都与之一脉相承 ； 在大

学 ， 教 育 部 专 门 设 置 了 30 多 个 国 家

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 专门为理

工科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化素质教育讲

座或选修课。
从民 间 到 官 方 ， 从 家 庭 到 学 校 ，

我们对应试教育弊害的认识早已非常

深刻， 素质教育相关政策措施也已经

遍及整个教育系统 。 但是 ， 我们不得

不承认， 多年以来所谓素质教育的理

想始终没有彻底实现 ， 一些现象甚至

反映出教育应试化有增无减 ， 好像陷

入了理念上越提倡 、 实践中越背离的

怪圈。 素质教育理念总是得到广泛认

同， 但一触及现实就非常疲弱 ， 这是

为什么？

真正的素质教育不能实施， 不能
简单归咎于教育实践者未能顶住压力
忠实履行， 问题在于素质教育理念的
构建并不充分。

目前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是依附

于它所反对的应试教育 、 过度专业偏

科教育才得以确立的 。 当我们提倡素

质 教 育 ， 相 当 于 在 说 反 对 应 试 教 育 、

反对过度专业偏科 ， 可是却不清楚究

竟 提 倡 追 求 什 么 教 育 理 想 。 我 认 为 ，
这是疲弱的根源所在。

在高等教育阶段有一个鲜明的例

证， 一方面 ， 补缺纠偏性的 “文化素

质教育” 是以高度发达的专业教育为

前提设置的， 它与专业教育和平共处，
并不企图撼动既有的本科专业培养方

案； 另一方面 ， “大学通识教育 ” 则

更具有革命性和建构性 ， 它也反对应

试和过度专业化 ， 但关键在于它要求

全面重审、 重构本科教育 ， 要与既有

的专业教育展开磨合 。 我们可以观察

两者的感召力 、 影响范围和发展轨迹

的不同。
可是 ， 许多人没有察觉到素质教

育本身理论构建的不足 ， 把素质教育

改革仅仅落实到了反考试 、 反专业化

运动的道路上 ， 似乎素质教育改革尚

未达成， 就是因为选拔性考试和专业

主义还没有被消灭 。 这种观点一并抹

杀了选拔性考试所代表的尊重公平与

卓越， 以及专业化背后提倡的前赴后

继刻苦求知 、 自我约束献身科学等铸

就人类现代文明的重大价值。
于是 ， 在顶尖大学最优秀的学者

和 教 师 眼 中 ， 素 质 教 育 就 成 了 一 种

“平 庸 宽 松 ” 教 育 、 “吹 拉 弹 唱 ” 教

育、 肤浅教育 。 它事实上没能赢得足

够的尊重。 理念尚未发育成熟 ， 脚下

已经陷入泥潭。

素质教育并非只考虑 “自我 ” 的
教育 ， 而是必须通过教育构建社会 、
国家和文明的关怀。

或许也有人认为 ， 素质教育已经

提 出 了 一 套 育 人 构 想 ， 即 所 谓 自 然 、
自由地生长 ； 全面 、 不受限制地发展

自我。
这种构想的不成熟之处在于 ， 它

完全以个人成就为中心 ， 既不考虑教

育 资 源 的 总 体 约 束 ， 也 不 顾 及 群 体 、
社会、 国家何以成立 。 这种一厢情愿

的美好愿望犹如对独生子女的溺爱与

望子成龙的叠加 ， 一切皆备于我 ， 无

兄弟， 无分工， 无担当。
古今中外 ， 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

思 想 都 不 会 放 弃 通 过 教 育 构 建 社 会 、
国家和文明的关怀 。 在我国已经形成

的现代教育体系中 ， 考试竞争和专业

化虽然背负大量骂名 ， 却实实在在地

发挥着公平 、 正义和凝聚的社会性作

用。 所以， 这种只考虑自我的 “素质

教育” 思想并不健全 ， 不能独立构成

价值， 它如果不与考试选拔体系 、 专

业与职业分化体系相结合 ， 将会使整

个教育系统失灵 、 倒退 。 政府在其中

应该扮演维持整个系统的 “执中 ” 角

色， 因为一些盲目的试图通过削弱这

些基本制度来实现 “理想 ” 教育改革

的措施往往南辕北辙———改革的实际

效果背离它的初衷。

回到素质教育这个概念 ， 广义的

素质教育内涵包罗万象 ， 基本上等同

于 “教育” “育人”， 它具有绝对的正

确性， 但改革主张不明确 。 狭义的素

质教育针对应试教育 、 过度专业化等

实实在在的弊病 ， 这确实捕捉到了现

行教育活动中的重要问题 。 它界定了

问题， 但尚未厘清改进的途径 。 实践

的脱轨归根到底是由于理论的驾驭力

不足。

发展素质教育挑战重重 ， 不是头
痛医头却忽视对整体的弊害 ， 更不是
从 “应试” 极端走向另一个 “反卓越”
的极端。

因此 ， 我们要发展素质教育的挑

战在于： 首先 ， 能否提出与其他伟大

教育思想比肩的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

素质教育思想 。 它不是反对苦学 ， 而

是反对死学 ； 它不是反对把公平考试

竞争作为选拔手段 ， 而是反对把考试

当作学习的终极目的 ； 同时反对不科

学、 不体现能力的落后考试内容与方

式。 它更要通过培养精神 、 树立志向

和社会关怀与责任感 ， 反对分数至上

和自我中心的竞争主义。
其次 ， 这种教育思想的价值在于

使我们的教育政策在更高的层面上找

到一种有活力的平衡 。 正如我们要重

新 审 视 素 质 教 育 推 进 理 论 创 新 一 样 ，
当前需要以真正的道路自觉和实事求

是的自信来全面审视和确立中国的教

育 体 系 ， 不 是 头 痛 医 头 、 脚 痛 医 脚 ，
却忽视对整体的弊害 ， 更不是从一个

“应试” 的极端走向另一个 “反卓越 ”
的极端。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
所副研究员)

面对升学就业压力， 学校教育如何超越功利性———

君子养成， 最终指向自身幸福

素质教育须走出“理念认同、实践背离”怪圈

育儿新知

与其过度开发，
不如按孩子成长节奏培养

当下做君子是否意味着要处处

“吃亏”？ 这是不少人存在的疑惑和

顾虑， 亦是大学难以培养众多君子

的症结所在。
针对这一现象， 复旦大学校长

助理丁光宏表示， 有人认为在教育

中培养君子会 “吃亏 ”， 换言之就

是 “高考时考不上好学校 ”。 他指

出， 学习过程中， 素养的养成和能

力的提高比单纯掌握一门课的知识

更重要。 “我们通过课程学习， 使

能力和素养不断提高。 大家到了大

学， 千万不要把一门专业当作你的

终身职业。” 他举了个例子 ， 复旦

大学数学系每年招收 200 人， 然而

最终毕业后成为数学家的， 或者在

中学、 大学担任专职数学教师的不

超过 10%。 “我本人也是数学系毕

业的， 但我最近在做中医针灸方面

的研究。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不要

目光狭隘， 仅仅盯着眼前的专业与

利益。”
同时， 丁光宏指出， 当代君子

不应局限于品德高尚 、 受人敬仰 ，
更重要的是对社会、 民族、 国家作

出贡献。 说到招生考试， 丁光宏直

言： “复旦大学所需要的是各方面

的优秀人才， 而不是一张卷子， 一

个冷冰冰的分数。”
俞立中则表示， 上海纽约大学

的招生要求是招收 “优秀且适合的

人才”。 优秀与否 ， 要看知识 、 技

能和素养的全面发展。 “我自己对

素 养 的 理 解 ， 归 根 结 底 是 看 ‘三

观’， 即世界观、 人生观、 价值观。
一个学生胸怀有多大、 看问题有多

远， 往往决定了他将来能够走得多

远。” 俞立中透露 ， 上海纽约大学

在选拔学生的过程中， 除了学业情

况外 ， 还会 参 考24 小 时 校 园 日 活

动、 模拟课堂、 学生团队活动等 ，
教师还会与学生进行一对一交谈 ，
直观评价每一个人。

“现在的教育有一种功利性 ，
读 书 是 为 了 考 高 分 ， 却 不 是 为 了

自身乐趣。” 萧功秦曾在工厂工作

12 年 ， 其 间 他 完 成 了 100 多 万 字

的 读 书 笔 记 ， 这 完 全 是 基 于 对 读

书 的 热 爱 。 就 是 这 样 ， 他 逐 渐 培

养 出 自 己 对 于 哲 学 、 历 史 学 、 社

会学的兴趣。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也

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历， 并幽默地

表示： “如果读书是开心的， 你就

有希望； 如果读书不开心， 那真的

很苦恼。 做君子亦是如此。”

何谓君子？ “君子” 的观念散

落 在 中 国 历 代 学 者 的 著 述 之 中 。
“君子” 一语， 最先见于先秦典籍，
多指 “君王之子”， 着重强调地位

的崇高。 而后 “君子” 一词被赋予

道德的含义。 因此， 今天我们所讨

论的人才， 实际上跟过去讲的 “君
子” 有一定联系， 德才兼备亦是今

天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重要标准。
除了德才兼备， 好奇心也是古

今中外许多哲人评判人才的标准。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 每个孩子身上

都有一颗超越功利的好奇心， 只要

我们没有扼杀它， 它始终是我们精

神生活的一种源源不断的动力； 只

要我们没有扼杀它， 它始终可以成

为我们思想和精神的一个支撑点。
这 样 的 人 ， 才 能 成 为 哲 学 家 、 诗

人、 科学家， 以及拥有丰富精神生

活的人。

“我人生有一个座右铭， 那就

是好奇心、 陶醉感和思想力。” 上

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萧功秦指

出 ， 孔 子 曾 说 “知 之 者 不 如 好 之

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实际上

他告诉我们， 知识中有一种非常崇

高的超越功利的东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范铸同样

赞同这一观点，他表示，好奇心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知识源泉。 “我们用自

己的知识来理解现实困惑的时候，
就会由于这种价值的自我实现而产

生一种知识的陶醉感。有了好奇心、
陶醉感， 我们能够用自己的知识思

考现实，就有了一种思想力。 ”
可以说， 好奇心、 陶醉感、 思

想力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中三个非

常重要的要素， 有了它们， 人们的

精神生活便会丰富， 也能在这其中

得以不断地成长和进步。

教 育 的 本 质 是 为 了 发 掘 每 个

人潜在的能力 ， 能 够 让 他 真 正 成

为这个时代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
能够让他在今 后 的 人 生 道 路 上 活

得幸福 ， 让他 个 人 的 潜 能 得 到 充

分的发挥 。 上 海 纽 约 大 学 校 长 俞

立中指出 ， 君 子 养 成 ， 最 终 指 向

必然是自身的幸福。
上 海 复 旦 五 浦 汇 实 验 学 校 校

长 黄 玉 峰 提 到 ， 君 子 养 成 不 是

“吃亏” 和 “不吃亏” 的问题， 而

是内心的幸福 感 。 “作 为 一 个 君

子 ， 内心就会 有 幸 福 感 ， 不 是 为

了别人 ， 而是 为 了 自 己 。 我 们 希

望社会上君子 多 多 益 善 ， 如 果 每

个人向君子靠 拢 的 话 ， 便 会 有 很

多君子 ， 生活 在 君 子 国 的 人 是 很

幸福的 。 反过 来 ， 我 提 防 你 、 你

提防我 ， 即使 财 富 再 多 也 不 会 幸

福。” 黄玉峰说。
全 面 的 人 格 教 育 、 人 的 全 面

发展 、 人的终 极 幸 福 ， 都 和 君 子

养成有关 ， 亦 是 教 育 的 初 心 。 推

行君子养成教 育 ， 就 应 挑 战 当 下

中国教育中各 种 功 利 性 指 标 ， 这

是相当有意义的。
上 海 开 放 大 学 教 授 鲍 鹏 山 指

出 ， 君子养成 教 育 应 从 幼 儿 园 开

始 ， “到了中 小 学 ， 为 了 应 付 考

试 ， 孩子们开 始 学 知 识 ； 到 了 大

学 ， 为 了 找 工 作 ， 主 要 学 专 业 。
这两种教育都 不 能 在 真 正 意 义 上

称之为君子教育。 然而在幼儿园，
小朋友要做好 孩 子 ， 就 要 学 会 分

享 ， 学会谦让 友 爱 ， 学 会 不 浪 费

粮 食……教 给 小 朋 友 一 些 为 人 处

事的基本规则 ， 这 恰 恰 是 普 及 君

子教育的好时机。”

大学人才培养重在 “去功利化”

古今选拔人才， 好奇心尤为重要

君子养成是教育应有之义

育儿要与儿童发育协同推进

一位英国新手妈妈在我们开展

的 “-1 岁～18 个月宝宝养育分享班”
里提出过一个问题： 现在 “克拉拉”
（化名） 8 个月了， 开始会爬， 特别

喜欢把拿到的东西往嘴里放 ， 但我

们又不可能样样都帮她消毒 ， 我很

怕她吃到不干净的东西拉肚子 ， 有

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个习惯纠正过来？
事实上， 根据大脑发育的规律，

孩子长到 8 个月左右， 大脑的运动

皮质区基本发育完毕。 这个阶段的

孩子对世界的感知是由运动皮质区

和身体感知区主导的， 因为这两个

区 域 是 大 脑 最 早 包 围 髓 鞘 的 地 方 ，
而髓鞘使得大脑电波的传导更精准

迅速。 所以此时， 捡起东西放进嘴

里， 用舌头接触物体是最能直接感

受物体形状和材质的方式 。 而婴儿

天 生 的 口 水 外 流 本 能 会 防 御 细 菌 ，
所以不必担心他们会闹肚子 。 随着

大脑的成长， 他们自然会用舌头以

外的方式感受世界， 大人们不必太

过紧张。
对新手家长们来说 ， 掌握一些

儿童大脑发展知识是必要的 ， 比如

“养” 和 “育” 在儿童认知领域就是

一件相辅相成的事情 。 育儿要根据

儿童自身的生长发育协同进行 。 太

多不想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 的家

长并不知道， 从认知发展的角度出

发， 大脑一生都在产生新的神经元，
一直都在成长， 与其过度开发或干预

幼儿成长过程， 不如顺应自然规律，
让孩子用自己的节奏成长。

家长情绪对孩子产生很多影响

在 许 多 英 国 家 庭 选 择 要 二 胎 、
多胎的同时， 也有越来越多家庭面

临着分解的危机。 一方面 ， 离婚率

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 不婚主义的

增多成了英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

问题， 这就意味着家庭教育顾问的

服务必须满足不同家庭的情感需求。
我们知道，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

之 所 以 说 “父 母 是 孩 子 最 好 的 老

师”， 就是因为家庭是孩子模仿的第

一场所。 其实很多家长在抱怨自己

的孩子不听话或不勇敢的同时 ， 自

己也在经历着同样的情绪困扰。
“杰西卡”（化名）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我们的时候，和丈夫已经分居快

一年了，事业有成的两人面对越来越

大的工作压力和越来越少的相处意

愿，在交流之后决定和平分手。 分居

和离婚的处理非常克制和理性，两人

都希望把对孩子的影响降到最低。 但

问题是，11 岁的独子“亚历克斯”（化

名）最近不但睡眠质量很差，情绪也

很极端，不是沉默寡言，就是大发脾

气，并且拒绝交流，成绩下滑很严重。
这让父母又心疼又无助。

通过专业咨询 ， 我们提供了家

庭观察的反馈： 父母克制隐忍的相

处之道， 以及刻意回避情绪化表达

的做法， 对 “亚历克斯 ” 产生了负

面的影响。 对 “杰西卡” 夫妻来说，
重视效率多过于情感沟通的观念不

但慢慢侵蚀着他们的关系 ， 也让他

们生活在压抑和忧郁之中而不自觉。
这种个体化的家庭教育咨询体验推

翻了 “杰西卡” 先前通过阅读教育

科普文章产生的一些想法 ， 她决定

先不帮孩子转学， 而是开始努力重

塑家庭成员间的沟通方式。

鼓励孩子也要适度

积 极 心 理 学 认 为 ， 正 面 的 引

导 和 鼓 励 会 让 孩 子 发 挥 出 自 己 最

大 的 潜 能 。 这 种 正 向 的 教 育 观 念

正 被 越 来 越 多 家 庭 采 纳 ， 因 此 我

们 发 现 ， 眼 下 体 罚 孩 子 的 家 长 少

了 ， 但 打 骂 与 溺 爱 之 间 的 尺 度 拿

捏 ， 缺 乏 的 不 仅 是 家 长 的 耐 心 ，
更 是 观 念 的 树 立———包 容 鼓 励 孩

子 并 不 是 无 条 件 的 ， 能 够 无 条 件

给 予 的 是 父 母 的 爱 ， 而 不 是 对 孩

子所有行为的接受 。
“陪孩子做作业 ” 这件事 ， 令

不少家长叫苦不迭。 现在孩子课业

压力重， 如果不好好监督很有可能

完成不了学校布置的任务 ， 所以很

多家长或情愿或不甘地 “陪太子读

书”， 但结局不是家长恼了， 就是孩

子哭了， 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单纯靠

哄或者骂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 家长首先要解

决的是自己的情绪问题 ， 而孩子要

树 立 的 是 正 确 的 学 习 习 惯 和 独 立

明 确 的 责 任 观 念 。 在 英 国 ， 孩 子

的 课 业 压 力 虽 然 没 有 中 国 孩 子 那

么繁重 ， 但家教 、 作业也是必不可

少的， 关键是前期的习惯培育和家

长对待被动学习和主动学习的观念

建立。

利用社群活动了解孩子

作为具有群体社会属性的人类，
能发展到今天是因为我们具有向同

伴寻求帮助的能力。 在英国 ， 祖孙

三代同居一室的情况并不常见 ， 但

家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孩子的情

况却很常见。 孩子多又没有长辈帮

忙 ， 难 道 英 国 父 母 有 “三 头 六 臂 ”
不 成 ？ 事 实 上 ， 他 们 所 借 的 “力 ”
来自社会。

在英国， 一些家庭教育顾问会

利用家长在学区和社区间的良好互

动， 以社区为单位设立各种社区实

践亲子活动， 吸引家长和孩子来参

加。 而家长们除了从学校这个虚拟

的 “小社会” 中了解孩子 ， 更可以

从这些社区实践活动中观察孩子。
比 方 说 ， 在 英 国 ， 戏 剧 体 验

是 备 受 孩 子 、 家 长 喜 爱 的 社 区 课

外 活 动 ， 可 以 帮 助 孩 子 们 锻 炼 语

言 、 形 体 、 自 信 心 和 团 队 协 作 力 ，
但 有 些 孩 子 面 对 舞 台 和 人 群 时 ，
不 免 出 现 胆 怯 和 羞 愧 的 心 理 。 作

为 家 庭 教 育 顾 问 ， 我 们 建 议 孩 子

的 父 母 运 用 绘 画 、 摄 影 等 艺 术 媒

介 逐 步 引 导 孩 子 适 应 团 体 ， 最 终

发 挥 最 大 的 个 体 体 验 ， 而 不 是 单

纯 地 横 向 比 较 孩 子 们 的 发 展 ， 伤

害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