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林卫民

管 理学家彼得·德 克鲁说，

知识工作者是“把所有知识应用

于实践而取得报酬的人，而非出

卖体力或手工劳动的人”，例如律

师、医生、会计、工程师，还有管

理者等。

长期以来，中小学教育目标定

位在培养“知识 工作者”这一维

度。如果学生擅长数学，就应当去

做会计师或资本投资家；如果学生

擅长英语和历史，就应当去做外交

家；如果学生擅长写作，就应当去

做作家；如果学生擅长生物和化

学，就应当去做医生……这也是家

长所希冀的。

为 了 培 养“ 知 识 工 作

者”，中小学教育付出了巨大

的努力，也带来了学生过重的

学业负担和学术负担
以培养“知识工作者”作为目

标的中小学教育，必然要尽可能地

教授学生更多的知识。这个世界

上有太多让人渴望了解、学习的知

识，那些新奇的、有用的知识不断

汇入课程，中小学课程内容和课程

结构日益复杂化，整个课程空间被

挤得满满的。

但是，教授更多的知识并不一

定能够有效地培育有智慧的“知识

工作者”。知识越多并不意味着智

慧更高、思想更强大。

对于那些精确的基础知识，必

须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没有精确

的训练就谈不上学生对概念的理

解和吸收，也不会有专注的理解力

以及训练之后的能力提升。教师为

了培育“知识工作者”所付出的种

种努力，有可能带来学生学业负担

过重的问题。

当人们责备中小学生过重的

学业负担，强调探究能力、实践

能力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时，

突然之间，一 些领先的、有大 量

特别的教育经费支持的学校，似

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建成了设备

一流的科 学 实验 室、天文台、机

器人 工作室、大数据分析工作小

组，还有与专业机构类同的电影

拍摄基地，装有现代化设备的农

场、高端博物馆、书院、科学院，

似乎通过这样的高端设备投入，

能 够 更 好 地 培 育 孩子 的 科 学 探

究能力，从而减轻学生的学业负

担。其结果是，中小学教育走向了

另一极端：学生背负了沉重的学

术负担。

过度的设备配置和“类似大学

学术化”的中小学教育氛围，带来

另一种浮躁和混乱；那些过度、过

早的“精密”学术活动，并不能给

全体孩子带来创造的欲望，也不见

得能够相应地产生更多的类似于

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精英，反而

将培育“知识工作者”推向了另一

种狂热。

无论学校的条件豪华还是简朴，都不能忘却艺术、娱乐、体育和活动对于中小学校生活

的重要性，除了传统的学科教学工作，共情、关怀、鼓舞士气应当逐渐地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

和手段。

超越“知识工作者”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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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应对培育精致的“知

识工作者”目标作出调整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丹尼尔·平

克在《全新思维》一书中说：“当

今，物质财富的充裕、亚洲的崛起

和自动化的影响在不断深化”，概

念时代（“概念时代”是一个以创

意、共情、模式识别、娱乐感和意

义追寻能“右脑”能力为主导的全

新时代。编者注）正在拉开帷幕，

“这一幕的主角是创造者和共情

者，其特征是擅长右脑思维。”

尽管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但当前中小学的培养目标、家

长所希冀的学校教育，仍然还是紧

盯那个“知识工作者”的目标。理

想的期待仍然还是我少年时代的

那个样子，只不过略有一些“赶新

潮的变异”——在中小学阶段特别

是高中成绩优异，大学时学工程学

科或计算机学科，以后到银行或大

公司从事与大数据有关的工作，有

好的薪酬和充裕的家庭财富，能够

无忧无虑地幸福生活。

 我小时候经常饿肚子，最开

心的是过春节家里做年糕时，随时

能吃到香喷喷、热乎乎的年糕，肚

子再也不觉得饿，那一刻感觉生活

是多么的美好啊。后来，我有了孩

子，过春节做年糕时，我想孩子一

定也有同样的惊喜，孩子却说“这

有什么好玩的”，出去一转还是回

到电脑前玩“魂斗罗”电子游戏了。

现在，我的孩子从牛津大学MBA毕

业，已经结婚，我想，未来她的孩子

对于她当时喜欢的冰激凌等食物以

及“老土的电子游戏”，也将不会再

有什么兴趣。

现在的生活水平和物质富裕程

度，是我小时候所不可想象的。当

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非常充裕时，

当人们再也不为生计忧愁时，当电

脑和机器的技术水平已让人类失

去尊严的时候，我们应当对于面向

未来的中小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作出

新的思考。

从职 业 来 看，一 个职场的胜

利者，依赖的是创造力而不仅仅是

技能，是好的隐性知识而非技术规

范，是把握全局的能力而不仅仅是

陷于细节的机械般的精细。医生不

再只是从身体的结构去展开治疗，

其职责变成了为患者提供更多的咨

询服务，需要更多的注重共情、叙事

医学的那些能力；律师更要能为服

务对象提供更复杂的服务，包括提

供咨询、调解、法庭陈述以及其他

安抚和心理疗伤的事……知识工作

者必须掌握一套与技术操作不同的

技能，而且必须能够自我更新。对

此，教育应当对培育精致的“知识

工作者”的目标作出调整。

从生活来看，科学知识和数理

逻辑能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

好，但未必让我们更加幸福。人们

需要的生活不再是占有更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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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 们期盼的是 有品质
的现实故事，而不只是书
本里的那些事，最吸引孩
子的是学 校教育的风 格
和教师课堂教学中的内在
气质。图为林卫民校长与
学生们一起在大自然里作

“树叶拓染画”



源、可以随意享受奢华的荣耀，而

是更需要有设计感、共情力、娱乐

感和其他更加柔和、温暖的高感性

成分；日常生活需要的产品不只是

实用、耐用，而是能够满足外表美

观、款式独特、意义深远，同时还

要符合人的“审美需求”。人们的

生活已经进入了高概念时代，思考

生活的意义和使命成为比食物更加

重要的“心灵食品”。

如何推进中小学超越培

养“知识工作者”的传统模式
如果学校教育只有“知识工作

者”的那些认知目标和学科能力要

求，没有从“心灵教育”和训练右脑

思维的角度去平衡一个人的能力、

心智的发展，不关注像未来学家

丹尼尔·平克所说的“设计感、故

事力、交响力、共情力、娱乐感和

意义感”等六大高概念、高感性能

力，即使培育再多的“知识精英”，

也难以造就整个民族对于未来时

代的领先地位。

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改

进中小学工作。

首先，教育工作者要有教育的

艺术敏感性，学校教育的成功与卓

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教师

拥有了精湛的教育艺术。教育艺术

的敏感性来自教育教学的设计感，

这是教师的职业天性。教师每天总

是努力地设计各种方式，以能够塑

造和改善学生的心智模式和行为

习惯，打造友善的同伴关系和友好

的学校环境，使教学、学习和一切

学校生活充满意义。

其次，创造实用性和意义性

结合的产物。我曾到一所幼儿园参

观，在走入大厅中间时发现有奇妙

的回音，孩子们很新奇地在这里走

动，离中心远一点回音很小，而到

中心点时回音明显加大，孩子的表

情表达了对这里发生“奇怪的事”

的惊讶。儿童期是人生的浪漫期，

学校需要更多的类似能让孩子感到

“惊讶”的设计，让孩子感到新奇、

有趣并激发其探求的欲望。实用性

和意义性相结合，可以改造和创新

学校的很多项目，包括设备、设施

和管理模式、行为要求等，“意义

性”在于丰富的教育意义，“实用

性”是蕴含教育意义的实用性。当

教育者以教育的视角去看待学校的

建筑、设施以及各类操作程序和规

范要求时，校内的建筑不再只是建

筑，而是有血有肉像一个生命体那

样的“教育建筑”；学校的管理不

再是强硬的约束，而是富有教育哲

理的艺术感受以及对于学生成长、

成熟的内在需求的满足。

第三，设计能力要成为教育教

学和学校管理的核心能力。作为教

师，每天都在做有关设计的活动，

如何从“内容、动机与互动”三个

维度设计课堂教学，以便让教学更

加“深刻”，并让学生的学习真实

地发生；如何将学生个体、全班学

生和学科教学、班级管理以及跨班

级的各类活动组合在一起，以便有

效地培养学生的美德；如何通过程

序或项目的设计，寻找日常教育中

遭遇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如何通

过课程结构的创新性设计，使学校

的学习生活更有魅力……这一切，

带给全体教职工的不只是新颖和

美感，更是恒久的工作激情。

第四，孩子们期盼的是有品质

的现实故事，而不只是书本里的那

些事。怀特海说“教育是风格之培

养”，最吸引孩子的是学校教育的

风格和教师课堂教学中的内在气

质。我们更需要训练孩子的是：理

解他人、了解人际关系的微妙，找

到自己的快乐并感染他人，探寻生

活的目标和意义；创造艺术美和情

感美，辨析各种模式，发现各种机

会，创造令人满意的故事。

无论学校的条件豪华还是简

朴，都不能忘却艺术、娱乐、体育和

活动对于中小学校生活的重要性，

除了传统的学科教学工作，共情、

关怀、鼓舞士气应当逐渐地成为学

校教育的内容和手段。通过修炼美

德和精神，建立、保持、提高关怀

关系，“以理解为前提，以情感为基

础，以责任为意志力量，以奉献为

行为特征”，从而推进中小学超越

培养“知识工作者”的传统模式，

构建概念化时代的现代教育模式。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助

理、北外附属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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