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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颖婕

让三年级的孩子学习对对子! 给五

年级的孩子上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名篇

"퓀阳楼记# $$从!"""年开始% 上海

交通大学附属小学语文高级教师丁慈矿

便将古代私塾中的必修课 &对课' 냡进

了现代课堂% 让语文教学和中国传统文

化有了一种全新的 &打开方式'( 只是

后来% 呼吁 &减负' 的禁令越来越多%

这门课便在!"#"年左右结束了(

一方面% 人们期待独到且多样的课

堂教学) 쇭一方面% 大家又担心所教知

识超出 &范围'% 增加孩子 &负担'% 学

习一些非应试的知识则又 &샋费时间'(

当有志于探索个性化教学的教师遇上

&减负令'% 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

뿖怕得先从 &减负 ' 到底要减什么

&负' 说起(

쳸出学习的功利性! 教得
"뛠# 캴必是件坏事

第一批上过丁慈矿对课的学生% 如

今大多已经大学毕业% 或是走入职场%

或是继续深造( 正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

硕士的方凯成谈及过往时光% 始终念念

不忘那一堂堂酣畅淋漓的对课% 而那时

陶冶出的古典情怀% 让他走上了学习文

史哲的道路% 如今也依然浸润着他的心

灵 ( &我们当时不觉得自己在 +学语

文,% 而是在当文人墨客('

&我给三年级的学生出过一个上联

+春风来海上,% 孩子们对得特别好---

+쟯雨过江南 , +뚬雪落山中 , ..'

时至今日% 丁慈矿还是能清晰地回忆起

学生们对出的佳句( 而孩子们小小年纪

就有这样的本事% 是在逐步渗透声律!

平仄! 对仗等看似枯燥知识的过程中%

一点一滴累积而成的(

丁慈矿提到% 最开始他会让学生念

诵通俗易懂 ! 朗朗上口的 &打油诗 '%

比如宋代诗人邵雍写的 &一去二三里%

퇌村四五家 ( 춤台六七座 % 八九十枝

花 ( ' 之后 % 孩子们会接触 "声律启

蒙 #% 感受韵律 ! 节奏之美 ( 有时候 %

"쫱道难# "春江花月夜# 等一些难度

较高的名篇名作也会出现在这群小学生

的课堂上(

丁慈矿坦言% 他的本意并非教孩子

们 &学会' 这些作品% 而是带领他们感

受文字和韵律之美( &+至若春和景明%

늨澜不惊% 上下天光% 一碧万顷) 즳鸥

翔集 % 뷵鳞游泳 ) 낶芷汀兰 % 郁郁青

青(, 这些文字虽然孩子们一时可能理

解不了% 떫是并不妨碍他们大声诵读并

为之陶醉(' 事实上% 当师生都跳出学

习的功利性% 仅仅抱着兴趣和欣赏拥抱

知识% 那么教得 &多'! 学得 &多' 未

必是件坏事(

让孩子乐在其中的 "负 $

뇈 %一刀切$ 的 "복$ 룼好

事实上% 像丁慈矿这样具有独特个

人风格和教学特色的教师还有不少% 떫

他们开设的 &个性化' 课程在应试环境

中就显得有些突兀了( &曾有个别家长

质疑 % 大量诵读经典诗文有什么用 *'

丁慈矿笑道(

或许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根本的问

题/ 减负之 &负' 到底是什么* 在曹杨

中学校长杨琳看来% &负' 应该是 &不

必要的课业负担'% 也就是那些重复的!

无效的 ! 妨碍学生健康发展的课业负

担% 所以当我们呼吁减负时% 切忌走入

盲目 &一刀切 ' 的误区 % 必须明确的

是% &减负是为了增效'(

那么什么是增效* 杨琳提到% 孩子

在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时 % 常常

&乐在其中'% 甚至 &不知疲惫'% 所以

对于学校和教师来说% 为学生减负的第

一步% 是挖掘他们真正感兴趣的学科领

域% 进而搭建更多平台% 满足其个性发

展需求(

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紫竹小学校长

张计蕾看来% 各学科课程标准是最基本

的! 面向所有学生的( &떫是% 쯼绝不

是教学的枷锁 (' 现代与未来的教育 %

不应仅仅看 &标准 ' 的文字来应对考

试 ) 而应见 &标准 ' 的精神 % 培养能

力( &一个有较强 +专业性, 的教师%

是能够对每一个孩子负责任的% 是能够

按照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 学习风格和

课程标准的要求% 헫对多元发展! 差异

发展和个性发展的每一个学生有效传授

知识的('

&我们鼓励青年教师朝着 +一专多

能, 的方向发展% 鼓励教师在教育教学

的日常实践中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和个

性风格% 因为只有教师的个性发展% 才

能引领学生实现个性发展和多元成长('

行区田园外语实验小学校长! 上海市

特级校长赵瑛群认为% 校方要善于引导

教师向多样化教学转变% 向综合能力的

提升转变% 从研究 &教什么怎么教' 更

多地向研究 &学什么怎么学' 转变(

&学校中学与教的环境发生了改变%

教师也被赋予了更多身份与角色% 如设

计师!工程师!心理师等%通过技术手段

分析学习数据和学习结果% 设计适合的

学习过程!环境和路径%횧持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 将会成为未来教师专业发展的

新能力!新专长( '赵瑛群这样说(

一个孩子出生后% 接受的教育可

以说是一场接力赛( 教育的第一棒曾

经是小学教育% 现在也许被提早到了

学前 ! 첥教阶段 ( &不输在起跑线

上' 很有名% 떫这并不意味着在终点

取胜(

众所周知% 接力赛要获胜必须有

策略% 要有松有紧( 而且% 接力赛最

好是一个教练% 他会告诉你% 接力赛

为了整体的成功% 四棒的力量会有均

衡的安排(

떫是 % 在教育的接力赛中 % 却

是四个教练 % 四个指标体系 % 每一

个教练都指挥自己这棒的运动员拼

命冲刺 % 只为这一棒的指标达到最

优 ( 落实到每一个孩子 % 他一个人

跑四棒% 떫要接受四个教练的考评%

得冲刺四次(

可以说% 这样是用局部的最优来

替代整体的成功( 我们的中学有可能

特别厉害% 甚至可能被评为全世界最

好的第二棒( 떫% 我们有没有想过%

到第三棒时% 我们的 &运动员' 可能

连棒都接不住了*

遗憾的是 % 我们第二棒的考评

只考评第二棒% 第三棒能不能接住%

쮭关心 * 这也导致很多 &运动员 '

到了本科开始睡大觉 % 因为 % 他的

人生已经冲刺三四次了 % 甚至在第

一棒前就开始冲刺了 % 还怎么持续

地冲刺呢*

也有人说% 孩子的学习热情在冲

刺中被消耗光了% 这我也不认同( 因

为学习的热情未必总量固定% 而是可

以被激发出来的 % 就像科学早就发

现% 一个人的大脑容量也未必是固定

的% 也许可以越用越多(

떫是 % 排除孩子个体之间的差

异% 仅从教育的规律来看% 安排他冲

刺四次% 那也是错误的% 这样的教育

是失败的(

何况在冲刺的过程中% 按照一般

规律 % 我们要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

情% 쫆必会放弃其他的一些事( 떫%

如果我们放弃的恰恰是下一棒最需要

的% 那到底该怎么办*

而且 % 由于我们每一棒都在冲

刺 % 每一个局部冲刺的过程中 % 下

一棒往往不知道上一棒用的什么策

略来交棒 ( 就像我是大学教授 % 我

并不知道中小学送来的是什么样的

学生(

坦率地说 % 大学对于中小学的

改革究竟在改些什么 % 可以说是一

无所知( 而中小学对于大学的要求%

也可以说一无所知( 最简单的例子%

大学认为中小学有些课程内容不该

减 % 减了以后 % 读大学乃至读研究

生会影响他们的思维习惯 ( 떫中小

学的校长可能会说 % 学生负担重 %

就该减(

如果教育在中学就结束了% 情况

也许没那么糟糕% 떫教育到研究生才

结束% 那就糟糕了( 因为中小学根

本不知道学生如果读到研究生需

要什么 ( 这也是中小学叫我去做

讲座 % 我从来不拒绝 % 不遗余力

地去讲的一个重要原因 (

再打个比方 % 减负从本质上来

说% 是一种权衡% 如果精力时间无穷

多% 那根本不存在负担( 떫有限时间

精力的情况下 % 减负的优先域在哪

里 * 比如我是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

的% 要保护一个城市的生物多样性%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 什么都不要建(

떫是城市要发展% 那必然要在发展和

生物保护之间进行权衡并选择相对好

的策略(

减负也是如此 % 对比知识和方

法% 显然是先减知识后减方法% 可是

从现实来看% 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内容

中% 恰恰缺少科学的方法(

当我们传授知识时% 老师很少告

诉孩子知识发现的过程% 这样% 孩子

们就只是死记硬背了这个知识点( 떫

是% 如果学会了举一反三的本领% 孩

子自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点( 到了研

究生阶段 % 如果还没掌握科学的方

法% 那么孩子就需要记住无穷多的知

识点( 这就使我们处于两难% 一方面

知识点减少% 学习内容就空无一物%

如果增加知识点% 孩子就不堪重负%

如果教会他们方法% 他的负担不就轻

了吗*

所以 % 我们的减负现在陷入了

怪圈 % 简单的减负以量为指标 % 可

是因为质的不够 % 家长想提高质 %

只好通过其他方式 % 无形中又增加

了量(

떫是% 我不认为大学教师直接参

与基础教育就能解决问题( 比如热火

朝天的科学! 技术! 工程! 数学综合

教育 0$%&'1% 现有情况下% 如果我

参与过多 % 쫆必会增加孩子们的负

担% 떫如果以减负为由不去做% 我又

于心不忍(

减 负 需 要 像 转 化 医 学 一 样 %

냑高等教育和今后社会需求的教

育理念 % 转化成中小学能够实施

的内容 ( 这需要时间 % 需要慢慢

推进 ( 否则 % 如果过时的知识太

多 % 知识点太破碎 % 那么 % 要想在

短时间内提高质量 % 쫆必会增加大

量的负担 ( 任何好的实验都要以时

间为代价 % 如果心急 % 那就很可能

失败 (

当我们读书时 % 大家都有着差

不多相同的信念 % 学生的成绩 !()

取决于自己努力% *()取决于学校老

师的教学 ( 떫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

始% 大家不再相信那 *()了% 都觉得

家长和课外培训才是决定孩子是否优

秀的因素(

我在中科院系统和高校已经工

作了 +! 年 % 基础教育培养的人才

最终都送到了这里 % 떫是在过去那

么多年 % 我没有感受到送到我这里

的学生在沉重的负担中完善了知识

结构 (

恰恰相反% 送到我手中的学生%

他们的知识体系显得割裂% 一些本该

在基础教育阶段养成的能力没有得到

很好的培养 ( 这一切都使得我在思

考% 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 很重要的一点是% 基础

教育和高等教育这一整个连贯的教育

体系被割裂了% 甚至连基础教育和高

等教育的话语体系都是割裂的(

在过去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中%

教育有了快速的发展% 甚至可以说%

已经进入到和发达国家的教育对标的

阶段了% 这意味着民众对高质量教育

的需求也在改变(

뷼年来% 教育减负的呼声很高%

特别是在大城市% 떫是不是大城市的

学生负担最重呢 * 那为什么上世纪

*" 年代在上海读书时 % 一周上六天

课% 탇期天还要打扫卫生% 都没有觉

得负担重呢 * 所以减负不是笼统地

说% 学生的负担重% 学习内容多% 减

少就能够解决问题了(

教育是要培养聪明人的( 那么世

界上什么样的人最聪明*

我曾经在一次教育论坛上讲了一

个故事% 有一个小孩跟着父亲到山里

去% 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最聪明的老

者( 小孩问老者% 我手掌里有一个蝴

蝶% 蝴蝶究竟是活是死* 老者说% 蝴

蝶就是你想要的样子(

其实这就是教育的本质(

这个寓言有着多重含义 % 쫗

先% 不能预设答案) 第二% 压力在第

三方(

究竟小孩是那只蝴蝶% 我们学校

是那只蝴蝶% 还是我们自己就是那只

蝴蝶% 틖或是教育就是那只蝴蝶*

还有一个著名的寓言故事---笼

中的金丝雀( 这是西方著名的隐喻(

金丝雀是对瓦斯最敏感的动物( 矿工

下井时常常带着金丝雀的笼子% 一旦

金丝雀不叫% 就说明瓦斯泄露了% 矿

工必须立即撤离(

其实% 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些金丝

雀% 对于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 外

部的世界很难对我们产生什么很大的

震撼% 떫是孩子们不一样% 他们来到

这个世界时% 大多是白纸一张(

教育的问题往往折射的是社会问

题% 现在我们常常说% 孩子很脆弱(

其实不是现在的孩子太脆弱了% 而是

社会的问题最终反映在孩子身上% 而

孩子们没有那么强大的承受力(

在孩子的时间和空间有限 % 而

各种信息越来越丰富的今天 % 孩子

们的负担为何越来越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一代

变成了焦虑的家长 % 他们认为今天

小孩要达到他们当年的程度 % 才能

取得一点成绩 % 这无形中成为孩子

负担的来源(

从表观遗传学来看 % 一些并非

由基因控制 % 而是由于环境造成的

压力% 可以造成上一代 ,-. 修饰上

的改变 % 这些改变能够对下一代产

生影响的痕迹(

同样 % 当下 % 在知识越来越多

的情况下 % 还用以前的方法教育孩

子 % 那么孩子的负担必然会加重 (

所以减少学习时间 % 提高学习质量

就成了减负的精髓(

学习就像艺术% 必须要有留白%

可惜的是 % 大多数家长 % 包括老师

都并不知道这个道理 % 而总是希望

填满学生的时间 % 通过无穷无尽的

操练来提升学生的成绩(

以写作为例 % 从我所教的学生

来看 % 学生总体写作水平不容乐观

是明显的事实( 从作文写作中就可以

看出当下基础教育的现状(

我们都知道% 即便是作家% 当堂

写作文% 也未必能写出高分作文( 写

作文需要深思熟虑( 떫是% 现在我们

的中小学% 当堂作文的量太大% 使得

学生学会了一些在 /( 分钟之内写作

的套路% 떫却没有学会写作文的科学

方法% 到了真正需要写作时% 没有能

力完成(

在寒假里 % 我指导一位中学生

写作 ( 这名学生拿了他写的五篇日

记来给我看 % 我只挑出一篇来修

改 ( 他大吃一惊 % 因为学校规定 %

他们一个假期要写 #0 篇日记 ( 떫

是我认为 % 连一篇都写不好 % 룉嘛

要写十篇 *

我给中学生上课时也告诉他们%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 ( 我自己的文章

不改上七八遍% 都不会拿给老师看(

现在让他们一个寒假写七八篇作文%

学生怎么会改 * 只写一篇改1" 遍比

写 1" 篇一遍不改要强(

反观美国对小学四年级的作文要

求% 写作动机! 方法! 싟辑都包含在

内 % 甚至还有数据事实和观点的要

求( 这才是写作培养的重要能力% 떫

是这些如果要加入中小学教学% 쫆必

要减少量的要求(

因此 % 可以说 % 原先的教学要

求不仅让学生的负担很重 % 还掩盖

了落后的训练方式(

说到底% 教育最重要的是要释放

学生的学习力(

孩子们的生理成熟度和 1"" 多年

前不一样% 社会节奏也快了% 如果我

们的中小学教育还在沿用以往的模

式% 负担一定会重(

所以应该借减负这个机会% 듙进

教育全面深化改革% 而且减负应该是

提升教育质量的突破口(

全世界的教育都面临着巨大的

难题---在今天的课堂上传授昨天

的知识 % 这能否应对明天的挑战 *

可以说 % 쮭先认识到未来的教育 %

쮭就可能抢占先机 % 在这个意义

上来讲 % 我们的教育发展还有很

大空间 (

&本报记者姜澎整理'

뢴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钟扬在去年 ! 퓂 "# 죕因为车祸离开人世 " 뮳念

他的不仅仅有高校和科学界的同行" 뮹有很多基

础教育界的老师和校长们" 짵至中学生和小学生"

他们或多或少都曾经受到过钟扬的指导#

很多人提到钟扬" 都会说到" 他在孩子们的

心中播下了科学的种子$ 不仅如此" 中小学邀请

他去进行科普讲座或者是请他去和老师交流" 他

从来都是来者不拒$

去年 " 퓂" 他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 쿪细

阐述了他关注中小学基础教育的缘由" 从中可以

窥见他对教育的思考%%%

!!!"!"#"#$

%&$% 쓪 & 퓂 &' 죕 星期五 文汇教育

教育最重要的是释放学生的学习力
钟扬教授生前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指出!!!

짭为一名大学教授和研究生院院长! 我为什么
关注基础教育( 틲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不打通!

뻍无法培养真正高质量的人才)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很有名! 떫这并不意味着能在终点取
胜) 教育是一场接力赛! 要培养聪明人的话! 탨要每一棒之间都有策略! 럱则!

一个学生从第一棒跑到最后一棒! 每一棒都在冲刺)

룼新我们的教育理念! 用科学的方法重新审视我们的教育 ! 룹本上来说 !

是用科学的方法提高学习的质量! 쫍放学生的学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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