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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教育话题孤立起来讨论，得到的只是片面的观点，达成共识更加困难。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以至于现在中小学时尚“按兴趣走班”，

让孩子自主选择并学习感兴趣的课程内容，似乎这样就能彻底改变学校教育的现

状，事实上并不见得如此。判断孩子在术科方面的兴趣爱好是简单的，浅层次的

技能辨别也是容易的事，除了具有特别天赋的特殊天才之外，学科方面的知识学

习和能力培养、作为职业发展的技能训练，需要的是“与意志训练有关的兴趣”

而不是“表观上的一时兴起”，只凭对孩子简单的天然兴趣或者看到孩子的即时

表达、即兴表现作出某种判断，显然是不可靠的。 

这并不是说，“刻苦努力”就意味着教育的正确。虽然生活中充满着很多无

趣的事情我们必须去面对，未来的竞争也需要孩子现在就应当拥有扎实的知识能

力和精神毅力，但是，“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会磨损孩子的性情，使孩

子的现实变得淡而无味、毫无光彩。实际上，粗暴的刻苦努力的要求产生不了任

何结果，在恐惧驱动之下或对获得某种奖赏的那种不纯粹的兴趣，替代了对于学

习的纯粹的兴趣，这本身是一种无趣的逻辑：现在孩子做出足够的牺牲，将来就

能好好地享受；现在逼迫孩子努力关注不感兴趣的事，将来定会获得更多的愉悦。

对未来的狂热，导致了“逼疯孩子”的某些教育现实。 

这又引出了另外的话题，学校教育要想方设法让孩子快乐地学习。为了让孩

子学习“2+2=4”这个事实，可以把它与小鸭子过河的情境结合起来，认为使孩

子愉悦的映像与抽象的数字学习结合就能很好地学习抽象的数字，这不过是一种

自欺行为，“知识学习的毫无遮蔽的一面迟早要面对，承认知识学习的困难的唯

一办法就要通过努力的力量”（杜威）。想象中的快乐学习在高年级的课堂中也

时常出现，为了讲述“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组合的过程”，让孩子手拉着手相互

碰撞，然后再拉上另外孩子的手，在此情境下教师作出引导“重新组合了，发生

化学反应了”，稍有教育常识的人都知道，显然这是教者的自我陶醉。“试图通

过玻璃去看到外面的景色，由于玻璃是混浊的，看到的仍然是那混浊的玻璃”（亚

斯贝尔斯），相对于刻苦努力的深度学习，追求表观上的快乐和感官上的兴奋，

学习的过程既让孩子紧张又会引发倦怠，学习应有的结果即没有发生。 

讨论教育的话题与讨论哲学的话题一样，没有抓住实质的某些猎奇的观点，

听起来好像很吸引人，其实是一种误导。所以，谈教育比做教育容易，谈论教育

可以轻松地评论那些在第一线做教育的人“怎么会如此般弱智呢”，其实，面对



一个个鲜活的孩子的教育，不是像说起来那样轻松的事，如果不假思索地亲近那

些“远离教育复杂性本质”的时髦观点，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 

兴趣除了与情感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与注意力、与理智的生活也都有着密切

的关系，杜威说过：“教育中真正的兴趣是自我通过行动对某个客体或者观念认

同的伴随物，因为客体或观念有维持自我表现的需要”，学校教育要寻找教育中

真正的兴趣，教育中的真正兴趣应该有一个赖以依靠的坚实的基础，那就是来自

学生的自我行动，并通过各种教导的办法来维持学生自我表现的需要。 

来自学生的自我行动不是即时的冲动而是不断强化的自觉追求，这就涉及

“严肃的、专注的和明确的目的，以及在完成有价值的活动中形成的稳定和坚持

不懈的习惯”（杜威），而且，通过注入纯粹的学习兴趣，从而防范涉及深度学

习的长期努力退化为辛苦乏味的苦差事。这就归结为一个符合教育本源的话题—

—将兴趣与意志训练相结合，而不是就兴趣谈学习或就快乐谈学习，更不是回到

“刻苦、刻苦再刻苦，努力、努力再努力”的“为革命而刻苦努力学习的火红年

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