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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将不再焦虑
本报记者 司晋丽

“

”

■ 随着国家的进一步发

展，到了2035年，焦虑会逐渐消

退，人们也会拥有更加理性的

教育价值观。

■老师的一句话、一个举

动会影响孩子的一生，教育就

是点亮孩子们的思想，帮助他

们去寻找生命的意义。

■ 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孩

子都差不多，那么创新就无从

谈起。

▲▲▲▲

博物馆作为文化殿堂，是终身教育的场所。儿童观众在一
个现代化的博物馆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怀着这样的好奇
心，首都博物馆宣传教育与志愿者工作部首席研究员杜莹持续
跟踪观察了15年。

她发现，4-7岁的儿童，喜欢发表评价性感受。看到铜牛，
就说“太帅了！”面对盛世京师模型，他们会说，“这是大人物
吧？”对一些精致的展品，说：“我喜欢。”还喜欢了解展品功能，

“这个怎么用？”
在她看来，博物馆要引导儿童在追求真善美中，爱自己、爱

世界，除此之外，还是亲子关系的润滑剂。
首都博物馆曾策划过一次让家长和孩子一起画牛皮纸袋

的活动。要求家长和孩子去展厅里找一个喜欢的纹饰，拿过来
照着画。一个小女孩看上了凤凰纹饰，但她的母亲说：“这么短
的时间画一个凤凰，怎么可能？画一个简单的就行了！”孩子坚
持自己的想法，最后家长做了让步。当小女孩将漂亮的凤凰画
好时，获得大家的一致称赞，她也充满自信地对妈妈说：“您看，
我真的行吧？”

而旁边的一对母女，因为妈妈尊重了孩子的选择，孩子很
感动地说：“妈妈，以后我都听你的。”她的母亲说：“妈妈以后再
也不逼你弹钢琴了。”

前来首都博物馆参观的人群中，中小学生占了多数。杜莹
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她曾一天接待过1000余名学生，博物
馆已经成为一些中小学校的“第二课堂”。有些老师在进博物馆
之前，会给孩子列一个单子，让他们在有限的一两小时内，去看
完单子上所列的展品，并做完单子上的题。然而，当孩子们目不
斜视，只能紧张地跟着快速行进的大队伍答题，博物馆对孩子
的美育意义也大打折扣。

“今天观赏的文物中，你最喜欢哪一个？”
“阿姨，我不知道。”
“孩子连告诉我喜欢哪个展品的自信都没有，这就有点

儿可怕了。”因此，杜莹呼吁，学校和家长，要给孩子们15分
钟在博物馆里自由参观的时间。在这15分钟不被打扰的时
间里，孩子们可以去自主地寻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和自己的
心灵对话。

博物馆里每天都上演着形形色色的故事。曾经有一个初中
生，经常逃课，泡在首博展厅里。这引起志愿者的关注，在攀谈
中，这个青春期的孩子盯着北京历史文化展厅中的开国大典场
景，说：“我就想了解一下，新中国的成立真的如报纸上写的，那
么来之不易吗？革命道路真的那么艰险吗？”得到志愿者肯定的
回答后，这位男孩利用暑假，独自从北京出发，去看了上海的一
大会址，到贵州重走了一段长征路，在自己内心有了答案后，重
新返回课堂好好学习。现在，他已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检察官。

“一些青春期的孩子，独立意识增强，情绪比较敏感，可能
不被家长理解和尊重，这些情绪，需要一个场所缓冲和转移，他
们在博物馆里会得到释放和疗愈。”杜莹说。博物馆这个“第二
课堂”，每天都在发挥着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作用。

“第二课堂”里的故事
司晋丽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强。

习近平总书记说，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
本领、有担当，国家就
有 前 途 ， 民 族 就 有 希
望。中国梦是历史的、
现实的，也是未来的；
是我们这一代的，更是
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
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
斗中变为现实。”

从现在到 2035 年，
中间有 15年的光阴。这
15 年，足够让一个孩子
成长为担当中华民族伟
大 复 兴 重 任 的 栋 梁 之
材。支撑一个孩子健康
成长的最重要的基石是
什么？我们应该以什么
样的心态教育孩子，让
他们成长得阳光健康，
让我们的民族、社会更
加从容向上？未来的青
年，又将如何去打造属
于他们的时代？

值 此 “ 再 过 十 五
年，我们来相会”系列
报道收官之际，我们来
探讨这个面向未来的重
要话题。

临近下午6点，办公室还是不断有人造
访，电话铃声也依然此起彼伏。“我们下班经常
比较晚。”倪闽景放下电话后解释。

教育是国之大计，上海又走在教育改革
的前沿，从这座楼里飞出的每个文件，都牵动
着这座特大城市里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神经。身
为教育管理者，哪有松懈的理由？

教育问题，也似乎从未像现在这样
“热”——教育内卷、教育焦虑，令一些家长无
所适从；而针对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能
不能接受孩子终将平凡等教育话题，也常常会
冲上热搜，余音不绝。家长们一方面都希望孩
子身心健康，有个幸福的童年；另一方面唯恐
孩子输在分数竞争的起跑线上。

“焦虑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表现，它是社会
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普遍现象，不仅存在于教育
领域。”倪闽景说，他相信，随着国家的进一步
发展，到了2035年，焦虑会逐渐消退，人们也
会拥有更加理性的教育价值观。

■ 教育的意义，在于点亮孩子的生命

近日，北京大学一位副教授在网络上展
示了自己因对女儿学习成绩不满意，从“鸡娃”
到放弃的一段视频。在学习高压下，孩子成绩
虽然能跟上了，但并不开心，这位教授决定遵
从现实，让孩子去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

“成绩不是定义一个孩子的唯一因素，家
长要让孩子从小就拥有快乐的内心，身心健康
是孩子成长最重要的基石。”倪闽景说。

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身心健康的重要来源。
袁隆平院士辞世后，人们在缅怀他的生平时发
现，在袁老生前写给母亲的信《妈妈，稻子熟了》
中提到，“他们说，我用一粒种子改变了世界。我
知道，这粒种子，是妈妈您在我幼年时种下的！”

“如果孩子在家庭里感觉很幸福，能与家
长无话不谈，碰到困难可以相互支撑，他会获
得更多正能量；但如果孩子书读得很好，家庭
成员之间几乎没有有效交流，他就很难找到人
生的意义。”倪闽景说。

到上海市教委工作之前，倪闽景曾经担
任了18年的物理教师。一次，他在课堂上提
问，当点到一位学生的名字时，其他学生竟然
哄堂大笑。

原来，这位小姑娘学习很用功，成绩也
好，但说话声音很小，对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回
答问题心存恐惧，以至于上课从来不回答问
题。“下课后我就把她叫到操场上，和她聊了会
儿轻松的话题后，告诉她下节课还会提问她一
个问题，让她先把答案响亮地说出来。”当倪闽
景再次在课堂上提问时，这位小姑娘大声地把
答案重复了一遍，突破了这道心门后，她的性
格也变得开朗了。

当老师的第一年，倪闽景教文科班，班里
的学生偏科严重，过教师节的时候，学生们给
他送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倪老师，您要跟物
理离婚，和我们结婚，因为我们不喜欢物理。”
这令倪闽景哭笑不得。

在学校科技节上，他专
门布置了一个有趣的物理实
验展示，并特意请文科班的
学生来做讲解员。因为这些

实验充满奥妙，看上去又很有趣，这些“讲解员”
们讲在给其他同学说明物理原理时，觉得很有成
就感。结果这个班很多学生上物理课有了很好的
改变，有的学生高考还选择了物理学科。

“老师的一句话、一个举动会影响孩子的一
生，教育就是点亮孩子们的思想，帮助他们去寻
找生命的意义。”倪闽景说，如果一个单位招人，
希望招最优秀而合适的人，完全可以理解，但教
育不是这么回事儿，教育应该是有教无类，不能
嫌弃成绩不好或者有其他缺陷的孩子。“生命有
缝，阳光才能照进来。一个孩子有缺点，正是给了
教师教育孩子的机会。”

目前，上海空中课堂集聚全市最优秀的教师
和资源，为孩子们提供优质的教学服务。未来，实
体学校会不会被“云”上学校所取代？

“将来知识传播可以通过虚拟教师来实现，
但学校最重要的目的是培育孩子们的社会性，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虚拟世界能解决的。”倪闽
景说，学校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模拟社会，在这个
教育场所可以让孩子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逐步
形成自己的理想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孩子绝不是
只会接收知识的机器。

■就业和社会观念，迟早会达成一种平衡

“《小舍得》我是花了20个小时，用1.5倍速的
快进模式追完的。我觉得这部作品除了对课外培
训班的作用过度拔高外，可以说较为真实地反映
了当下一些状态。”倪闽景主动提到这部热播剧。

据他判断，深陷“鸡娃”焦虑的家长大概占全
部家长的20%，并非所有家长都是焦虑的，也看
到了很多“佛系”家长。只不过，这20%的人群往
往有很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因此，这种焦虑在
社会上的感受被放大了。

“这一代家长在成长中赶上了最快速的变
化，他们认识到孩子的学习能力对将来的重要
性，所以他们希望孩子能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将
来能在快速变化的社会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
众多的不确定性当中把握住一点确定性，这个逻
辑是可以理解的。”倪闽景说，当我们也进入发达
国家的行列，这种不确定性就会减缓，对教育的
焦虑也会有所改变。

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之间，一些家长不愿
意让自己的孩子选择后者。“我们两口子都是
985大学毕业，孩子却可能连高中都考不上?”

“上了职校还有什么前途可言？”
……
为此，北京市教育部门还专门召开发布会，

说明北京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高中学位紧缺。
实际上，在高校学生就业率统计中，职业院

校排名第一。特别是电气、数控机床、航空等专业
的职业院校，用人单位抢着挖人，薪资也很高。可
为何一提到职业教育，家长们很少“买账”？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对职业教育有误解，确
实有一些职业院校没有办好，所以生源差，因为
生源不好，教学质量更差了。”不过，倪闽景认为，
眼下职业教育已被提到“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
战略地位，国家在职业教育方面也有更大的投
入，职业教育的前景十分令人期待，到了2035
年，“重普轻职”的观念会有很大改变。

“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职业，也需要有各种
各样的技能人才，选择职校就读，也一直可以读

到本科，甚至更高的学历，这个方向是很明晰的。
只要学校办得好、学生就业好，将来生活幸福，人
们的观念一定会出现彻底的改观。”倪闽景判断，
职业和薪资会达到一种平衡，稀缺的行业一定会
有很好的待遇，现在稀缺的正是拥有真才实学的
技术工人和高素养的服务人才。适合的教育，就
是能在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寻找
到一个平衡点。

兴趣不是一天形成的，兴趣来自对某一件事
情长久的专注。“就像袁隆平院士，本可以考很好
的大学，他却选择了农学院，研究了一辈子的水
稻，因为他很早就找到了自己感兴趣、对人类有重
大意义的领域。”他还举了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
的例子。在她四岁时，曾跑到鸡窝里，蹲在几个鸡
蛋上想孵出小鸡。她的母亲见状并没有责备她，而
是耐心地告诉她孵小鸡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足见，
孩子的兴趣是需要启发、也需要保护的。

所以，家长与其焦虑，不如多花耐心陪着孩
子去逛逛博物馆、科技馆，一起参与体育运动，帮
助孩子们寻找生活的意义。

“到2035年，我们的国家将会更强大，东西
部地区的差距会大幅缩小，教育将更均衡优质，
职业教育会得到更大的认同，社会分工永远存
在，但不同职业的人们会更加互相尊重。”倪闽景
说：“我认为，家长和孩子们都不会像现在这么焦
虑了，不管从事什么工作，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
岗位上寻找到快乐。”

■ 创新，就是要“不一样”

建设创新型国家，首要的就是培养创新型人
才，而创新来源于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知识结构和
思维方式。“曾有一个化妆品企业，想彻底解决一
个看似很小的问题——化妆品流水线上的包装
空盒率。该企业曾斥重金邀请各路专家，还是没
能很好解决，最后，是一个农民工想到了办法：把
一个电风扇放在流水线边上，这样空盒就轻松地
被吹掉了，一下子解决了问题。”倪闽景感慨，创
新不是科学家独有的，每个人都可以创新。

我国的基础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教育质
量已经名列世界前茅，可为何反而是一些基础教
育学业质量不如我们的国家创新能力更强？倪
闽景做了一个总结——我们的孩子成绩非常
好，但可惜是一样的好；有些国家的孩子成绩可
能比较差，但是他们是不一样的差。如果我们的
每一个孩子都差不多，那么创新就无从谈起。

“我们总是要把孩子往唯一的标准答案上
引。未来，要设法让每一所学校都不一样，每个
老师的教学都不一样，让每个孩子去经历不一
样的学习过程。”倪闽景说，当孩子们形成不一
样的大脑，创新自然会从各方涌流出来。

创新的前提是独立思考。再过几天就高考
了，仍有不少学生不知道自己大学里想学什
么。“这一点我们应该向IB课程（指国际文凭
课程）学习。IB课程里面有一项要求，就是让孩
子几年都围绕一个问题展开深度学习并完成
研究论文。等到他完成论文时，已形成了他将
来报考大学时的一个兴趣。”倪闽景说，还要鼓
励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有了经历才会有体验，
有了体验就会有思考。有了思考才会形成真
正的个性化和多样性，教育的高质量，最重
要的是提高孩子们的思维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