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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号称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

国家———挪威，儿童的“幸福生活”是这

样的：4℃的倾盆大雨中，背着大书包去

树林里走上 40 分钟，然后露营；三天中

只有干面包可以吃……在一名久居挪

威的中国妈妈眼里 ， 如此的 “幸福生

活”，她起初有点接受不了。
挪威 、 瑞典 ， 坐落在斯堪的纳维

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 ， 与毗邻的芬

兰 、 丹 麦 ， 往 往 被 统 称 为 “北 欧 四

国”。 不论是维京海盗、 欧若拉神话 、
炫目北极光， 还是走到现代的北欧创

新、 诺贝尔奖诞生地 、 芬兰教育传奇

等， 都让外界对这片远离欧亚大陆中

心的土地充满好奇。
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 ， 为何会孕

育出灿若星河的创新品牌 ？ 教育在它

们 的 创 新 进 程 中 扮 演 着 怎 样 的 角 色 ？
在 “求平均” 的社会文化下 ， 如何鼓

励社会大众创新， 避免陷入 “懒人社

会”？ 眼下， 北欧教育已吸引我国部分

学者的目光， 也有少部分中国留学生

走上赴北欧小语种国家留学之路 。 由

此， 神秘的北欧教育得以被逐渐打开。

挪威人说 ，“只有不好的衣

服，没有不好的天气。 ”这句话的

意思是 ，不论什么天气 ，都要出

门锻炼。 这种理念在当地教育中

获得了生动体现。

8 月的厄里尔小镇， 中午室外的最

高温度也不过 21℃， 湖面上凉风阵阵，
大人们几乎都穿着冲锋衣。 9 岁的安娜

嘻 嘻 哈 哈 地 与 小 伙 伴 换 上 了 泳 衣 ，
“扑通———”， 几个小学生就这样下水

了。
“不冷吗？” 对于记者的疑问， 安

娜的母亲玛丽安耸耸肩 ， “挪威的冬

天很冷， 夏天是他们接触大自然的宝

贵时机。” 玛丽安说， 挪威孩子们的夏

天几乎都是这样过的， 踢足球、 游泳；
到了冬天， 冰雪覆盖大地， 那就滑雪、
登山。

挪威教育始终崇尚对体育 ， 尤其

是对户外运动的极度热爱 。 与大自然

的 亲 密 关 系 已 深 深 根 植 于 文 化 之 中 ，
对很多家长来说， “足球训练比考试

还重要”。
“挪威人说， ‘只有不好的衣服，

没有不好的天气。’ 这句话的意思是 ，
无论什么天气， 都要出门锻炼。” 在挪

威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王蕾老师告诉

记者， 体能训练是挪威教育中很重要

的方面， 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王 蕾 的 孩 子 也 在 挪 威 接 受 教 育 。

她记得三女儿小学毕业时 ， 按学校的

传统， 老师带着所有孩子晚上十点出

发， 在山上走了一夜 ， 一直走到第二

天早上六点， 这样一次通宵登山给孩

子们的儿童时代划上了句号。
除了体教结合 ， 医教结合也是挪

威教育的一大特色 。 挪威在中小学阶

段 开 设 了 营 养 搭 配 与 食 品 健 康 课 程 、
牙齿保健课程， 以及性教育 、 身体与

心理健康发展课程 。 比较有特色的一

项内容是 “反校园欺凌”。
王蕾的印象中 ， 挪威小学在最初

的几周里不强调学习 ， 而是让大家彼

此认识， 交朋友， 唱反霸凌之歌 ， 制

定各种规则。 并且 ， 学校会组织学生

家长互相认识。 接下来的小学七年中，
几乎每一周、 每一天 ， 学校都要继续

这 个 话 题 ， 很 多 学 校 门 口 挂 着 印 有

“霸凌零容忍” 的标语。
这个教育特色 ， 源自挪威教育家

丹·奥维斯 （Dan Olweus）， 他是世界

上最早研究校园霸凌的学者 ， 总结了

一套预防霸凌的理论和行动方案 。 因

为他的推动， 挪威大部分学校已认识

到， 打架这类霸凌是容易解决的 ， 较

难解决的是 “隐形霸凌”。 比如 “女孩

小团体”， 一个眼神、 私下一句话等可

能形成隐形霸凌。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要找出霸凌者和被霸凌者 ， 可以采取

全 班 问 卷 的 方 式 予 以 解 决———因 为 ，

学校、 老师、 家长和学生 ， 都是反校

园霸凌的一分子。
“反校园霸凌可能是挪威教育特色

的一个缩影。 它考虑的是，如果想从根

本上解决校园霸凌 ， 外部监管是有限

的，得给孩子一个健全的人格 ，才能从

根本上改变霸凌。 王蕾对记者说。

北欧的基础教育整 体 上 烙

印着 “求平均 ” 的色彩 ， 这里

孕育了 “芬兰教育神话”， 也不

乏对教育的反思。

挪威教育的一些独特做法，更像是

一个个窗口， 让我们得以管窥北欧教

育。 在这片土地上，很多做法是类似的，
包括“快乐教育”“免费教育”。

观 察 北 欧 四 国 的 教 育 ， 绕 不 开

“求平均” 的理念， 很多独特的教育做

法正是以它为起点。
以挪威为例 。 基础义务教育共十

年， 孩子 6 岁上学 ， 小学七年 ， 初中

三年， 初中毕业后可以选择上普通高

中或职业高中。 之后可以找工作 ， 也

可以考大学。 在此期间 ， 从小到大的

全部教育都是免费的 ， 甚至对外国人

也一样。 基础教育的学校没有好坏之

分， 天才儿童与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在

一个班里， 由同一位老师来教 ， 包括

残疾儿童， 基本没有特殊的学校。
人人受教育的机会平等 ， 这是北

欧社会的最大特点 。 这种对公平的强

调， 体现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落点之

一就是， 强调以兴趣出发 ， 鼓励每个

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 。 一位挪威家

长自嘲自己是 “学渣”， 原来， 他小时

候学习成绩很糟糕， 却喜欢捣鼓花草，
“老师也鼓励我追逐理想， 如今我是一

名花匠， 生活得很好。”
因为 “求平均 ” 的社会氛围与制

度设计， 让北欧国家的人群收入差异

不 是 很 大 ， 花 匠 、 木 匠 与 大 学 教 授 、
金融从业者的收入不那么悬殊 。 不得

不说， 这是个人以兴趣为先发展的一

个社会前提。 在北欧 ， “求平均 ” 的

分配机制有多么极致 ？ 据说 ， 在瑞典

有一个很诙谐的说法 ， 瑞典人会不好

意思把手拿出来给别人看 ， 因为五个

指头不一样长。
在 “求平均 ” 的社会氛围下 ， 北

欧教育不是强调 “如何让优等生变得

更好” 的精英式教育 ， 而是更多强调

“如何让差生找到自己的价值 ”。 事实

上， 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 ， 诞生了

“芬兰教育神话”。
在保证每个孩子获得教育机会平

等的前提下， 芬兰始终保持着比较传

统的教学法， 让学生的整体表现都保

持在中上水准。 在最近十多年的多项

国际学生学业表现竞赛中 ， 芬兰都获

得了高分。
芬兰教育的脱颖而出 ， 这些年也

触动了北欧其他一些国家反思。
2013 年前后， 受到 PISA （国际学

生评估项目） 测试触动的丹麦人 ， 拉

了一家当地电视台摄制组 ， 跑到中国

哈尔滨一所中学 ， 拍摄了一部中丹教

育比较纪录片 《丹麦 9 年 Z 班 VS 中国

初三 13 班》。 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丹麦

基础教育的某些薄弱环节 。 比如 ， 一

个丹麦初中生在 回 答 “200 的 50%是

多少” 的时候， 答案竟然是 “4”。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多想让孩

子快乐， 于是举办了很多无法学到知

识的集体活动。 但实际上 ， 让学生感

到快乐的原因有很多 ， 比如让学生专

注于学习， 源自于学习的动力 、 执着

和成果， 同样能让学生感到快乐 ， 丹

麦应该反思自己的这一教育行为。” 一

位丹麦教育专家在纪录片中谈到。
到底是亚洲式强调模仿 、 记忆的

教育方式好， 还是西方强调兴趣 、 个

性 的 教 育 好 ， 不 只 是 中 国 人 在 讨 论 ，
西方人也在讨论。

“芬兰的教学法也在被其他北欧国

家研究， 因为芬兰在地理环境上介于

东西方之间， 所以借鉴了东西方国家

的各自优点。” 在王蕾看来， 当北欧其

他国家趋向西方 “快乐教育 ” “自由

创 新 ” “以 兴 趣 为 导 向 ” 等 方 向 时 ，
芬兰教育兼顾了中西教育的强项 ， 在

强调反复操练和崇尚自由的两种教育

体系中取了一个较好的平均值。
对 “求平均 ” 的极度追求 ， 孕育

出令人艳羡的北欧高福利社会 ， 但随

之而来的隐患是 ： 这会不会催生 “懒

人社会”， 让人们没有了进取心， 没有

了创新、 创造的动力？
在奥斯陆大学从事癌症研究的盛

夏 倒 不 这 么 认 为 。 在 挪 威 待 了 几 年 ，
与当地博士生、 博士后共事 ， 他有一

个明显的感受： 挪威当地学生也很拼。
“有人做实验会做到半夜， 甚至周末也

不休息。”

高 福 利 北 欧 诸 国 也 曾 是

“穷出身 ”， 这让北欧人天生具

有不断创新求得发展的忧患意

识 ， 高等学府成为推动社会发

展的重要引擎。

在北欧诸国 ， 高等教育表现出与

基础教育很不同的一面 ： 学业竞争不

小， 对学术的追逐热情旺盛 。 在一些

中国留学生看来 ， 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这里的基础教育强调兴趣为先 ， 而步

入高等教育阶段， 尤其是研究生阶段，
真 正 对 科 研 有 兴 趣 的 学 生 走 了 进 来 。
没有太多功利目的 ， 反倒是出于对某

个学科的强烈热爱 ， 这让他们能更从

容地从事科学探究。
细观北欧世界 ， 大学与社会创新

进步关系密切。 以挪威奥斯陆大学为

例， 学校不大， 却走出了近十名诺贝

尔奖得主， 包括经济学奖、 物理学奖、
生理学或医学奖等 ， 仅奥斯陆大学经

济学院， 就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此外， 挪威特色学科与当地社会经济

发 展 密 切 相 关 ， 包 括 深 海 鱼 类 养 殖 、
造船等， 也诞生了卑尔根大学的海上

石油勘探、 特罗姆瑟大学北极研究等

诸多王牌学科。
挪威不是孤案。
瑞典的创新亦十分璀璨 ， 诞生了

宜家、 沃尔沃、 爱立信、 H&M 等一系

列世界知名的创新品牌 ， 也诞生了用

于肿瘤治疗的伽玛刀、 Skype 即时通讯

软件等现代应用 。 世界上最知名的瑞

典科学家恐怕绕不开 19 世纪末期发明

炸药和设立诺贝尔奖的阿尔弗雷德·诺

贝尔。 至今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

奖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被广泛认为在

医学研究上仅次于美国哈佛大学 。 此

外， 瑞典皇家工学院 、 查尔摩斯工学

院也都属于欧洲著名工科大学之列。
丹麦呢？ 这里不止有安徒生童话，

哥本哈根被誉为 “创新之都”， 微软在

哥本哈根创办了欧洲最大的研究中心，
C++语言是丹麦人开发的， 这里还有生

命科学领域欧洲最先进的产业集群之

一， 许多大型制药公司在此安家。
在 北 欧 ， 与 当 地 人 深 入 交 谈 后 ，

你会惊讶于一个现实 ： 这些高福利国

家， 曾经都是 “穷出身”。 挪威退休教

师奇斯特女士告诉记者一段童年往事：
上世纪 50 年代， 她还是孩子时， 挪威

人普遍的主食就是土豆 ， 因为这是为

数不多的能在这块地球北部苦寒之地

大规模种植且十分扛饿的食物。
“挪威是在发现石油后 ， 才逐渐

变得富有的。” 很多当地人会告诉你这

个事实。 与挪威类似 ， 北欧其他国家

曾经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 ， 国土面积

不大， 资源也十分有限 ， 人也少 ， 没

有人口红利可言 。 这让北欧在很长一

段时间是欧洲最为贫穷的地区 。 正部

分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 ， 让北欧小国

纷纷走上 “科技强国 ” 之路 ， 以科技

创 新 带 动 社 会 经 济 发 展 ， 在 此 期 间 ，
十分重视教育对创新的推动 ， 对大学

的投入不遗余力。
成功的原因不只一个 。 也有分析

认为， 北欧的地缘位置让这里的人天

生 具 有 开 拓 边 界 与 探 索 未 知 的 基 因 。
比如， 挪威诞生了很多探险家 ， 从早

期 的 维 京 人 ， 到 后 来 的 极 地 探 险 家 ，
因 为 对 未 知 的 好 奇 ， 催 生 了 造 船 业 、
极地研究等蓬勃发展。

这些年 ， 挪威等北欧诸国都有关

于基础教育改革的讨论 ， 并推动一些

改 进 ， 比 如 对 学 生 纪 律 要 求 更 严 格 。
不过， 当地的一些教育观察者在与记

者探讨后， 达成如下共识 ： 如同离开

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谈教育 ， 不切实际

一样； 离开孩子个体本身谈教育 ， 也

是不合适的。 每种教育方法都有利弊，
选择适合的， 才是最好的。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捧着冠军奖杯 ， 上海梅陇中学校

长卫洪光一路接受着各国孩子、 家长、
老师们的注目礼 。 对这支上海的初中

女 足 队 伍 而 言 ， 首 次 出 征 “挪 威 杯 ”
这一国际青少年足球赛 ， 收获的倒不

仅是奖杯。
这支惊动挪威首相的上海校园女

足队 ， 此次深入挪威的小镇学校 ， 与

当地校园足球队 “同吃同住”， 打开了

双方关于体教结合 、 医教结合的有趣

对话。

小镇迎来上海女足，
“Shang-hai” 响彻赛场

8 月 6 日， 奥斯陆艾克伯格学校的

球场上 ， 上海梅陇中学女足队与挪威

一支当地女子足球队正在进行最后的

冠军争夺赛 。 当裁判吹响比赛终止的

哨声 ， 全场沸腾 ， 上海女孩们首次出

征 “挪威杯” 就以 7∶1 的战绩一举夺得

ClassP 组别的冠军。
“他 们 踢 得 太 棒 了 ！ ” 欢 呼 人 群

中 ， 一支拉拉队很抢眼 ， 他们是挪威

东部厄里尔小镇马尔科学校的学生和

家长们 ， 一行人丁零当啷地带来了大

鼓 、 横幅 ， 以及各种助威小喇叭 ， 配

以全程的 “Shang-hai! Shang-hai!” 高

分贝助威声。
这一拉拉队丝毫没有因为给外国

球 队 助 威 而 担 心 背 负 “背 叛 ” 的 骂

名 ， 挪威当地球队的家长拉拉队也不

介 意 ， “享 受 足 球 ” 让 大 家 都 很 欢

乐， 相安无事。
“挪威杯 ” 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

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 年龄跨度从 6 岁

到 19 岁 ， 自 1972 年 首 届 比 赛 以 来 ，
影响力不断扩大 。 近年来 ， 每年都有

50 多个国家的 2000 多支球队参赛。 这

里也被认为是 “女足的发源地”， 1972
年的首届比赛就邀请了八支女足队伍

参赛 ， 比挪威足球联赛承认女子足球

还要早四年。
依据 “挪威杯 ” 的传统 ， 厄里尔

小镇马尔科学校的女足队与上海梅陇

中学的女足队伍结成友好球队 ， 这个

组合开启了两地有趣的足球对话。
上海女孩们以七场不败、 61 粒进

球的彪炳战绩 ， 震惊了这个挪威小镇

的校园足球队 。 “能认识这群上海伙

伴， 太让我兴奋了。” 马尔科学校女足

姑娘卡桑德很为上海友好球队自豪。
比赛间隙 ， 这支来自上海的初中

生女足还造访了厄里尔小镇 ， 与友好

球队同吃同住了两天 。 小镇居民为此

很兴奋 ， 因为他们知道 ， 这支上海球

队还惊动了挪威首相 。 今年 4 月 ， 挪

威首相索尔贝格访问上海 ， 专程到访

被称为 “女足摇篮 ” 的梅陇中学 ， 并

邀请球队参加今年的 “挪威杯”。
震 惊 是 双 向 的 。 在 挪 威 ， 校 园

足 球 的 盛 行 ， 也 让 上 海 球 队 直 呼 不

可 思 议 。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
足球教练和球迷

“女孩们， 一起踢球吧！” 很多挪

威人会告诉你 ， 让女孩上场踢球这件

事 ， 是他们最早提出的 ； 当然 ， 对男

孩， 更是如此。
“这里的足球氛围太浓郁了 ！ 三

四岁的孩子走路都走不稳 ， 甚至刚学

会走路 ， 就开始踢球了 。 家长就是他

们人生中的第一个教练 ， 也是第一个

球迷。” 梅陇中学女足教练钱惠受邀住

在马尔科学校一个学生家时发现 ， 家

长把谷仓改造成室内足球训练场， 让 6
岁的孩子在这里训练脚法。

马尔科学校涵盖从小学到中学的

10 个年级 ， 女 孩 们 几 乎 个 个 会 踢 球 。
这 里 的 家 长 们 会 组 建 起 足 球 俱 乐 部 ，
轮流当教练———他们小时候也都是校

园足球队的！
50 岁的玛丽安就是家长教练之一，

她的两个女儿都参加了校园女足 ， 玛

丽安小时候也踢球 ， “当时还没有女

足 ， 我 就 把 头 发 剪 短 ， 混 在 男 生 队 ，
也没有人分辨出我是女孩。” 她高兴地

对记者说。
挪威 《教育法 》 规定 ， 家长是孩

子教育的首要负责人。 有了这种理念，
再来看这座小镇学校里 ， 家长对教育

的 高 度 参 与 ， 就 不 足 为 奇 了 。 学 校 、
教育管理部门对体教结合的支持 ， 体

现在建造并维护球场 。 在挪威 ， 学校

最大的地方就是足球场 。 以艾克伯格

学校为例， 34 个标准足球场一眼望不

到头 ， 高低起伏简直就是一座 “足球

山”， 且每片场地都有孩子在奔跑、 在

踢球， 场面很壮观。
“这里的孩子 6 岁就上场踢球了，

真 是 从 娃 娃 抓 起 。” 钱 惠 教 练 很 受 启

发， 在上海， 她和伙伴们坚持了 20 多

年 ， 形 成 了 “金 沙 江 路 小 学-梅 陇 中

学-曹杨二中一条龙 ” 女足训练模式 。
这一回， 她寻思着要从幼儿园抓起。

女孩们为什么要踢球？
绝不仅仅是要当球星

踢球不是女孩们的唯一出路 。 梅

陇中学校长卫洪光说 ， 以前少年足球

主要依靠体校培养模式 ， 足球小队员

与普通孩子之间是隔离的。 20 多年前，
上海开始探索 “体教结合 ” 模式 ， 即

让踢球的孩子们到普通学校就读 ， 体

育 局 专 业 教 练 到 学 校 指 导 足 球 训 练 。
而率先试点的普陀校园女足就获得了

成功。
“体教结合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

展 ， 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以走上职

业球员的道路 ， 但也有不少人进入高

等学府 ， 因为他们获得的教育是全面

的。” 卫洪光说， 他们的探索围绕着一

句话： “做好人， 读好书， 踢好球。”
这些年 ， 名气不小的普陀校园女

足征战过很多国际青少年赛事 ， 成绩

斐然 ， 也为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专业队

员， 不乏赵丽娜这样的足球名将。
“作为教练 ， 我当然希望孩子们

踢进国家队 ， 但踢球也需要天赋 ， 不

是所有人都要走上专业足球运动员的

道路 ， 甚至成为球星 。 但这不影响孩

子 们 喜 欢 足 球 。” 在 钱 惠 的 女 足 学 生

里， 不乏任晓彤这样的 “学霸” 球员，
2012 年 她 通 过 千 分 考 进 入 复 旦 大 学 ，
后来成为复旦女足队长 ， 在大学里传

播足球文化。
校园足球场 ， 绝不仅仅是为了培

养球星 。 这点在挪威教育体系中更有

着深刻的理解 。 为什么要鼓励孩子们

踢球 ？ 很多挪威家长会告诉你 ， 运动

可以结交朋友， 可以懂得与他人合作，
可以训练观察力、 协调力、 意志力等。
体 能 成 为 校 园 文 化 中 很 重 要 的 一 块 。
挪 威 人 甚 至 认 为 ： 人 之 所 以 会 生 病 ，
就是因为没好好锻炼 。 所以从幼儿园

起 ， 挪威的学校就教育孩子如何节制

饮食 ， 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体 、 体重

等， 医教结合、 体教结合贯穿始终。
体育被赋予的教育色彩不止这些。

“挪威杯不止是球赛， 在这里 6 岁的孩

子就可以上场踢球了，但最小参与者是

5 岁，他们被发动起来去赛场、海滩边捡

拾垃圾，宣扬保护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理

念。 ”“挪威杯”秘书处负责人露西对记

者说，“挪威杯” 的官方足球又称“SDG
（可持续）足球”，因为联合国的 17 项可

持续发展目标印在了足球上，并在比赛

全程宣扬“消灭歧视 ”“保护海洋 ”等可

持续发展理念，一个足球由此被不断赋

予教育的潜在内涵。

走近神秘的北欧教育———

“求平均”的基础教育何以孵化出创新苗子

一起来踢球吧， 女孩们！

▲ 厄里尔小镇居民为上海校园女足队加油助威。

▲ 上海校园女足队员与挪 威 友

好球队互赠礼物。

荩 挪威当地小朋友被发动起来，
去赛场拾垃圾。

北欧教育始终崇尚对体育的极度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