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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是20 岁还是80 岁，一旦停止学习你就老了。坚持
学习的人会永葆青春。

——亨利.福特（Henry Ford）
1　当下的现实
在电影《银河补习班》中，有一段台词令人印象深刻。高

考结束，学生们以“撕书”作为纪念毕业的仪式，在白色纸片漫天
飞舞的镜头中，邓超饰演的父亲发出一系列引人深省的质问：“这
就是学习的巅峰和意义吗？他们这么迫不及待地撕书，他们是真的
热爱学习吗？他们的那种厌倦，我们真的看不见吗？”

回归到现实中，无论是教师、家长还是学生，能够底气十足
地回答这一系列提问的应该寥寥无几，因为绝大部分的我们确实
深陷在这一串提问呈现出来的现实怪象中：教师所代表的校方追
逐漂亮的分数、排名和各种上线率，家长争先恐后为孩子报读各
种培训班，学生们咬紧牙关在题海中反复挣扎。所有的这些都有
着明确精准的现实出发点，却唯独不是因为“热爱”。而造成这个
学习悖论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缺失了正确的学习观。

2　学习怪象背后对应的学习观
学习者在教学环境中对学习活动所持有的主体性认识，是对

主体学习、教师角色、学习环境等学习过程不同要素不同维度
的理解和认识，这几方面构成一个相互关联的系统，是学习者在
学习活动中的主要规范和价值观，指引着学习者的思考与行为。
学界称之为“学习观”或“学习信念”。下面我们探讨下学习怪象
背后的几种学习观：

2.1分数至上
分数至上，是以考试成绩的分数作为学生学习效果的绝对判

断标准。持有这种学习观，也就意味着认同“唯有分数能够衡量
学习成效”，否认、忽视或者弱化其他的价值标准。比如相对于“分
数”这个显性标准而言，摸不着看不见的“对知识点或者技能的
理解程度、实际运用能力、推演能力”等隐性标准。很多学校、家
长以及学生对于高分的盲目追逐正是基于该学习观，他们只看到
了分数能起到的那部分作用，却没有认真探究分数背后所真正代
表和体现的本质。

2.2“不能输在起跑线”
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加剧了人们对于自身发展和下一代

成长的不安全感。“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说法一经提出，获得了社
会上相当一部分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和忧心忡忡的家长的推
崇，进而进入了学生的观念中。在这个逻辑中，人的学习不仅被
量化，而且似乎越早介入、越大量投入、越频繁进行就能够获得
更多优势。但这完全忽视了学习的效度和质量，而效度与质量还
受其他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学习者本身的可承受度和个体
发展的差异性等。

2.3“背多分”
从未有招聘单位表态：“我们找的是那种很会背书的毕业生。”

尽管短期记忆力是一个人的重要能力，但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中，
它的功用被夸大或者扭曲了。很多学生以考前抱佛脚的方式强化
临时记忆以获取了高分，他们以为这就是学校成果的体现。但
临时记下的内容并不能促进长时记忆，临时记忆和长时记忆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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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中使用的是不同的记忆通道。而且，持有这种学习观的人会
因此削弱对其他能力的培养，因为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好处
会给人一种假象，以为自己很有能力，实则贻害无穷。

2.4高考决定一切
很多人将高考视为决定人生的关键一步，却没有看到，高考

并非唯一关键。因此，在学校、教师、家长以及社会舆论都将高
考渲染得至关重要的同时，却没有告知关于人生和学习的更多可
能性。“一切为了高考”“上大学就解放了”等论调比比皆是，“毕
业撕书”也几乎成了每个中学高考后的必需仪式。在这种学习观
中，高考等于学习的终点。那么作为人才培养重要环节的高等教
育，该怎么面对和培育持有这种观点的学生？又该怎么去遏制大
学里随处可见的以看剧、玩游戏度日的颓靡现象？

3　面向未来的学习观
教育所面临的基本矛盾，是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一切教育，无不是以此作为确定自己的根本依据，无不是
以此作为自己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扈中平，1994）。学习观
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影响了人和社会的发展，也就影响
着未来。面向未来，我们需要怎样的学习观？

3.1以学习者为中心
陈宝生部长曾明确提出“加快建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人

才培养模式”。“以学习者为中心”意味着要站在学习者的角度，以
学习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开展有利于学习者发展的学习活动。这
是与传统的“以教学者为中心”相对应的。社会需要树立这样一
种观念：学习是学习者本身的事情，应该充分考虑学习者的实际
情况进行。而不是以某种显性标准、舆论导向、功利目的来完全
界定学习行为和驱动学习者。社会应该给予学习者更多自主选择
和决定的空间。祖尔（ZULL,2012）在《改变大脑的艺术》（The Art
of Changing the Brain）一书中解释说大脑借助四件事存活：
认知、恐惧、愉悦和控制。想对自己生命中发生的事情多少有所
控制，这是人最基本的需要。这也就从大脑运行机制的角度，解
释了为什么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有一定的话语权（有所控制）能
够更好地进行学习。

3.2以“终身学习”为态度
如果学生们认识到，获得学位仅仅是终身学习的起点，并不

足以能自如应对在社会中的生活，那么高考结束后的“放纵”、频
繁盲目地进行超前教育、以分数衡量一切等情况或许能缓解。因
为学生们将意识到，高考不是终点（还不可松懈）、人生是一场马
拉松（前期跑太快怎有后续力）、分数不能决定全部（更要注重分
数之外的能力培养）……态度一旦转变，关于学习的元认知也将
有相应变化。元认知由两个同时发生的基本过程组成：一是监控
你的学习进程，二是一旦感到你没法胜任现有工作，就立即做出
相应调整或改变。那么，“终身学习”就从一种态度，继而形成一
种观念，最后成为一种行动，指导和指引着人们的各方面生活。当
人们意识到学习是一件“终身”都要做的事情，那么过早、过多
地施加过强的压力也就没有太大必要了，“学习”将变成一件
自然而然而且充满新鲜感的事情，学习的热情也就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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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践行了感恩行动。
2.2家长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孩子从未出生开始就在接受着来自父母的影响，且在6岁入

学之前，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但对于留守儿童来说，长
期远离父母，父母对其的影响是断续的，留守儿童大多是跟祖父
母一起生活，所以祖父母对其的影响要大于父母的影响。作为长
期与留守儿童生活的祖父母，应尽量发现孩子的优点并满足他们
的愿望，保护好他们的好奇心。而每年仅有短暂的时间与孩子相
处的父母，但是短暂的时间内父母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影响还是
巨大的，所以父母应把握好短暂的时间，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父
母学会感恩是给孩子最好的财富。

2.3创造实践活动的机会和环境
升入小学后，孩子大部分时间是生活在学校的大集体中的，

这个时候教师同学、学校环境机遇等对其的影响要大于父母，所
以在学校中组织一些集体活动还是很必要的。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志愿活动，去敬老院举办歌舞表演，去大
街上帮助环卫工人打扫卫生，无亲自体验工作的辛苦，学会珍惜
他人的劳动成果。

3　结语
总而言之，感恩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应继续传承，

发扬光大。在2021 年推动脱贫攻坚政策举措和工作体系向乡村
振兴平稳过渡这样的特殊时期，农村留守儿童作为青少年的一个
的特殊群体，更应加大感恩教育，切实感受家乡的变化，学会
感恩，勤奋自勉，将来更好地建设社会和国家。

参考文献：
[1]赵兰珍.农村小学留守儿童感恩教育策略[J].天津教育,

2021(10):157-158+161.
[2]张一红.青少年感恩教育缺失问题及对策研究[J].黑河学

刊,2021(03):84-86.
[3]王晶.新时代高校大学生感恩教育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J].现代商贸工业,2021,42(14):17-18.
[4]简美儒.探究感恩教育在小学德育工作中的重要性[J].新

课程,2021(03):231.
作者简介：曲丽君（1998-），女，汉族，山东泰安人，天

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心理学
专业，研究方向：职业心理学。

3.3以个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
一切教育，最终都是要推动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

什么样的学习观才是合适的，视乎这种学习观能否对未来的人和
社会起积极和深远的推动作用。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衍生了新的教
育业态，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教育命题：学习是为了什么？未来
社会是整个工业生态环境或生产方式的变革，意味着各类组织模
式更加扁平、供应链更加透明、平台更加整合、产品更加智
能、运营更加简化、交付更加灵活，社会生产各过程更智能，
边界也更加模糊。因此，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未来人要
成为高度复合型人才，这是学习目的其一。而人要满足的最高
层级的自我实现需要，不像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
需要、自尊需要那般可以通过外部给予，自我实现必须通过个
人内部认知的建构，并付诸实际行动才可获取。正确的学习观
指导下的学习行为可以推动人的自我实现，进而推动人的发展，
这是学习目的其二。另外，短期的发展成效不应成为引导学习
观的目标。因为当短期成效实现之后，学习又该指向哪里？相

反，为了获得人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在此基础上树立正
确的学习观。也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学习观，才能获得人和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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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总结：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生命都有他存
在的必然价值！

【设计意图】通过对自己身份与价值的确认，对自己的生
命更加珍惜，通过倾听他人的呐喊，对其他生命个体产生同样
的认同感。通过对父母一辈人的采访，明确每个人在社会中都
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在不同的身份（角色）下，会创造出对
于自己，对于他人，对于整个社会都不一样的价值。

5　课后实践
5.1呵护豆蔻的萌芽
为学生们分发豆蔻种子和种植说明，由学生带回后在家人帮

助下进行种植。每周记录变化，发布在微博中，由班级微博进
行统一整理，大家一起呵护生命的绽放，感受“豆蔻初成”的
力量。

6　班主任寄语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它是大

自然要我们自己去雕刻的璞玉。今天的你们，青春年少，你们
的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每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未来，又有

着无数种展开方式。但切记，只要修炼好自己的品行，只要珍
爱生命每一天都向阳而生，只要内心永远充满希望与爱，你们
的生命就一定会绽放出绝美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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