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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兼職廚房幫助更喜歡說一些越南語和英語的能力。
想要的送貨司機必須說英語。
中城中餐廳
在3260 Broadway Boulevard KC Mo 64111面對面聯繫房主
星期一，星期三-星期日，2：00-4:40 pm。

 
 
 

周日聚会时间 

9:30 AM   英文主日崇拜 

           中文主日学 

10:50 AM  中文主日崇拜 

          英文主日学 

          儿童主日学 

周六1:30-3:30 中文学校 
 

10101 England Drive 
Overland Park, KS 66212 
www.ecbckc.org    
ecbc@ecbckc.org 
913-599-4137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
水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
大小工程一條龍服務、20年
經驗，免費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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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軍人服飾整改店出售軍人服飾整改店
  本店位於Kansas 軍人城
鎮，十三年整改，完善所
有軍種各類服飾，和平民
服裝，擁有龐大，穩定，
世界上最好的顧客群，多
次獲得長官表彰。運行成
本低；工時效益高；利潤
豐盈。有意者需粗通英語
，基本縫紉。我們培訓操
作技藝流程。

請電：913-651-2577 
（週一至週五，

上午9:00—下午5:00）

請電 陳師傅

旅美作家、教育問題研究者萬維
鋼（筆名同人於野）在他的《智識分
子——做個複雜的現代人》一書中，
分析了美國不同階層的教育，提出一
個觀點：

美國各階層的教育有著不同的內
容，而這恰恰取決於各階層不同的教
育目標。

而我們通常籠而統之所提及的
“美國教育”，只是數種形態中的一
種。

因為應試教育實在令人深惡痛
絕，很多中國家長羡慕美式教育，似
乎在那種教育中學生的個性就能得到
充分的解放，充滿創造性，培養出來
的都是喬布斯那樣的人物。

也有更瞭解情況的人指出，美國
的基礎教育水平其實很差，比如美國
學生的數學能力就是個笑話，還是中
國式的嚴格要求比較好。

這兩種印象都是盲人摸象。我只
問一個問題：你說的是美國哪個階層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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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教育是分階層的

美國是個有嚴重階層區分的國
家，各社區按房價自然分開，在某種
意義上是事實上的種族和貧富隔離。

公立中小學的經費，主要由所在
學區的房產稅而來，這意味著兩點：

第一，富人區的學校更有錢，可
以請更好的老師、用更好的設備、有
更高的教學水平；第二，學生們其實
是在跟自己同階層的人一起上學。

如果你考察美國學生的數學平均
成績，那的確比中國上海市學生的差
很多。但美國這個平均成績，其實是
被貧困社區中的黑人和墨西哥移民拖
了後腿。

如果你考察美國富裕白人社區學
生的數學成績，可並不比上海學生的
差。

但成績還不是主要問題。
中國一個城市內好學區和差學區

的區別，僅僅是考試成績高一點兒或
者低一點兒、考上重點中學的學生多
一些或者少一些，都是“量”的差
距 ， 而 美 國 不 同 學 區 的 教 育 卻 是
“質”的差異。

如果你上 greatschools.com 之類的
網站，查一個美國中小學校的綜合評
分，網站首先告訴你的是這個學校學
生的種族構成，如有多少白人、多少
墨西哥裔、多少亞裔等；然後是貧困
學生比例，如有多少學生使用了政府
資助的免費午餐；最後才是學習成
績。

階層比分數重要，因為各階層的
教學方法和培養目標完全不同。

教育研究者 Jean Anyon，曾在 20
世紀70年代末，全程跟班考察了不同
階層的幾個小學的四年級和五年級教
學情況，然後在1980年，發表了一篇
至今看來都毫不過時的經典論文《社
會階層與隱含教案》。

如果中國的應試教育體制讓你感
到憤怒，想要改革的話，Anyon 這項
研究所揭示的美國教育體制，也許會
讓你感到深深的失望。

Anyon 說，哪怕是在四、五年級
這個距離起跑線沒多遠的地方，不同
階層的學生事實上就已經在為他們將
來要從事的——不同階層的——工作
做準備了。

正所謂“龍生龍，風生風，老鼠
的兒子會打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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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工人階層的教育

普通工人階層的學校強調遵守規
章流程，整個教學充滿死記硬背的機
械式程序，幾乎沒有做選擇和做決定
的機會。

老師教任何東西，哪怕是解數學
題，都是用向學生灌輸規則的方法。

這些規則通常包括若干個步驟，
而學生必須熟記每一個步驟，老師常

常不看你的最終結果對不對，而是看
你是否背熟了步驟！

比如老師教兩位數除法，就會直
接告訴學生第一步幹什麼、第二步幹
什麼，既不解釋為什麼非得選擇這個
做法，也不告訴學生這麼做的最終目
的是什麼。

如果學生提出更好的辦法，很可
能會被否決，須按老師的方法來。

我的小學教育大概比這個好不了
多少。

做數學應用題如果不先寫一個”
解”字，無論對錯都會被扣分。老師
非常糾結於”乘”和”乘以”的區
別，到底是3×5還是5×3，寫反了就
是錯。

我的初中是在哈爾濱市道裡區最
好的中學讀的，遇到整個學校最好的
數學老師，結果數學課仍然強調對步
驟的死記硬背——

我至今還記得解一元一次方程共
分五步，去分母、去括號、移項、合
併同類項、解方程——其實有些題不
按這個步驟做更好，但上數學課經常
要考背誦。

我上學的時候對這些教法感到非
常不理解，現在知道了階級分析這個
工具，才恍然大悟：這哪里是在教數
學？這分明是在訓練工人。

工人幹活，可不就是必須嚴格遵
守流程步驟嗎？你只要按規定步驟去
做好該做的，至於最終產品如何，不
是生產線上一個工人應該關心的事。

這個階層的學校裡，自然和社會
科學課程也都是死記硬背的方法。

學生們並不被鼓勵閱讀什麼課外
書，也很少會把所學內容跟真實世界
聯 繫 起 來 ， 甚 至 連 課 本 都 不 怎 麼
用——教法是讓學生直接抄老師寫在
黑板上的筆記，這些筆記就是考試內
容。

紀律是嚴格的，學生沒有什麼自
由，教室裡任何東西都“屬於”老
師，絕對不能隨便碰。

老師對學生說話非常不客氣，經
常有”閉嘴”之類的命令，時不時地
制止學生亂動。不過老師自己並不遵
守什麼紀律、經常拖堂，根本不在乎
下課鈴。

社會科學課上老師會給一些閱讀
材料，並配以問題，這些問題都有明
確的答案，其根本目的在於，考察你
是否真正學習了那些材料。

學校教學很強調課本的權威性，
你絕對不能對課本結論提出質疑。如
果你喜歡批判式思維、對有爭議的話
題有自己的看法，老師則認為你是危
險的。

這種小學，使我想起我當年讀的
高中。那是一所黑龍江省的省重點高
中，雲集了哈爾濱相當一部分最好的
老師和學生。

除了沒有質疑課本的自由，整個
教學的確是非常靈活的，老師有時候
還會講講笑話。我們根本就沒有家庭
作業，有時間可以搞點個人針對性訓
練。

我們非常明白來這裡上學的目
的：如果能學到實用的知識當然好，
但最重要的是必須考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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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產階層的教育

美國一般中產階層的學校也是這
樣，一切為找工作和上大學服務。老
師仍然控制學生，但這種學校的老師
人品都很好，自己也能遵守制度，至
少不會拖堂。

專業人士階層的學校強調創造性
和獨立性。

美國的所謂”專業人士”，是指
醫生和律師這種需要長期學習和訓練
才能入職的人物，他們擁有專門的技
能，他們只有考取一個資格認證才能
工作，而且還有自己的職業準則。

這些人是中產階級中的上層，收
入不菲，對生活和職業都有很好的規

劃。這種人的子女所能得到的，才是
中國人心目中神話般的美式教育。

雖然還是小學生，學校已經要求
學生有獨立思考和表達的能力。

課堂作業常常是寫文章和做演
講，你必須能夠自己找到素材、選擇
方法、組織語言、描述想法。

這基本上是我當初的大學所在的
層次，而這些三、四年級的小學生已
經開始搞獨立調研了。

比如，一個任務是每人回家統計
自己家有多少台電視、冰箱及多少輛
汽車等物件，在課堂上每人負責統計
其中一項物件的數字、計算全班平均
值。
機械化的計算部分你不用管，老師給
你提供計算器——但是你必須把調研
部分搞好，會有另一個學生檢查你的
工作。統計完成之後，有的學生甚至
還提出建議，跟別的班比較一下數
字。

歷史課上學到某古代文明，作業
是學生們要以其中的人物事件為題拍
個電影！有人負責寫劇本，有人負責
演，有人負責拍攝——

當時還沒有數字設備，所以家長
得幫著剪輯8毫米膠片。學生們要時不
時在班級裡播報一下新聞時事，老師
偶爾還引導他們發現事件之間的聯
繫。

寫作強調創意，科學強調第一手
的實驗感覺。答案對錯不再重要，重
要的是你能不能真正理解這個內容到
底是什麼意思。

老師不再直接控制學生，而是通
過與學生交流來引導班級去做什麼。

任何學生都可以在任何時候去圖
書館拿本書，而且只要你在黑板上簽
個名，哪怕上課中途也可以不經允許
離開教室。哪些內容要多講點，哪些
內容要少講點，老師都能聽從學生的
意見。

但這還不是美國最牛的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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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階層的學校教育

這個階層就是所謂的資本家階
層，學生家長是這個國家的統治者和
擁有者，他們當然沒必要訓練怎麼遵
守別人的章程，他們不用關心怎麼用
漂亮的簡歷取悅雇主。

這個階層的學生學的不是怎麼遵
守規則，而是怎麼制定規則。

教育的核心目標，是決策和選
擇。

哪怕在數學課上學除法，老師問
學生的第一個問題不是怎麼算，而是
“如果你面對這麼一個例子，你的第
一個決定是什麼？”

你會提出解決問題自己打算從哪
兒著手。老師就會說你這個決定不
錯，然後引導你進一步說出自己的計
劃。然後讓全班一起看看，你這個決
定和計劃的結果如何。

老師不主動提供任何解題方法，
而是鼓勵學生自己去制定公式，也就
是規則。

老師不問對和錯，而是問“你是
否同意這個說法？”如果全班都發現
你錯了，老師告訴你的是“他們不同
意你……當然，你對老師講的東西，
也可以隨時不同意”。

這種統治階層的教育，已經不是
追求什麼表達能力、藝術效果、漂亮
的PPT之類了，而是追求分析問題。

這種小學同樣學到古希臘歷史的
時候，不是讓學生會表演個什麼歷史
人物的電影，而是問學生“你認為伯
裡克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犯了什
麼 錯 誤 ？ 雅 典 公 民 又 犯 了 什 麼 錯
誤？” 這種問題。

這些註定成為未來領袖的小學
生，從四、五年級起就已經開始在課
堂上，對當前問題發表看法。工人為
什麼罷工？他們這麼做對嗎？我們怎
麼阻止通貨膨脹？

老師說，你不知道答案沒關係，

我提問題只是讓你學會怎麼想。
這些學生不是為了考試而學習。

他們如果學習了一種複雜語法，單單
在考試中答對還不行，必須在此後的
寫作中用到這種語法，否則老師就不
幹。

寫作課也不是追求什麼創意、感
情描寫，而是強調故事結構和邏輯，
並且直接用於社會課和科學實驗報告
的寫作中。

學生不但自主，而且可以自治。
每個學生都有機會當一次老師。然後
老師和其他學生對他進行全方位的評
判。

紀律上沒有什麼要求，任何人都
可以隨便離開教室，可以不經允許使
用學校的任何東西，集體行動也不用
排隊。

學生學到的是選擇和責任。
你可以給自己設定優先目標、你

自己決定幹什麼，你對自己所做的事
負責，你自己管自己。

老師說：“你是你這輛汽車唯一
的司機，只有你能決定它的速度。”

這些是我出國以後讀研究生時，
才享受到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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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家庭的教育目標

再來聯繫一下中國教育。現階段
的中國教育，跟美國還有很大區別。
中國暫時還沒有這麼強烈的階層區
分，因為大家都在一般中產及以下。

我認為，中國現階段的流水線教
育的默認生產目標，並不是在培養
“ 人 ” ， 而 是 在 打 磨 和 挑 選 “ 器
具”。

下等的器具，是某種實用工具，
對應一般家長要求孩子有一個“容易
找工作”的學歷和技能。

上等器具，則是工藝品。工藝品
未必能用來做什麼，但是具有收藏和
升值的作用。工藝品的價值可以用一
系列指標衡量，如材質是不是黃金
的、鑲有多少克拉的鑽石等。

工藝品對應中國家長對孩子的期
望是各種素質教育：會彈鋼琴、學習
成績好、會英語。身體棒、長相漂
亮，等等。

你擁有的素質越多，別人就越覺
得你好，值得擁有。

為什麼說是工藝品而不是藝術品
呢？

因為藝術品是不能用任何指標來
衡量的。

真正的藝術品追求獨一無二，跟
任何已有的東西都不一樣，根本就沒
有標準。而不管是實用工具還是工藝
品，都以“符合XX標準”“跟XX一
樣”為追求。

這種“素質教育”培養出來的孩
子即便會彈琴，也只不過能把曲子
彈”對”而已，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彈
“好”。

大多數家長，並不要求自己的孩
子有什麼與眾不同的新穎特性，只求
符合各種工藝指標。當他們說“素質
教育”的時候，無非是把追求從下等
工具提升到了上等工藝品。

人們對教育的根本出發點及整個
的內心敍事，就是把自己變成一個
“好東西”，以期得到別人的欣賞。

這個敍事顯然與現代人常常遇到
的考試制度有關，對早熟的中國人來
說則與科舉制度有關：好生活、好工
作並非是我自己創造的，而是誰看我
好，賜予我的。

所以要做個好的器具，而不是做
個好“人”。

這種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思維本
質上是被動的——

外界喜歡什麼，我就變成什麼。
永遠是我去適應別人，而不敢讓別人
來適應我。一定要進名校、一定要進
好公司、一定要得到好崗位。

人與人之間攀比的，也都是這些
外部光環的“加持”。

如果有人憑藉自己的能力開創了
事業，則多數人不會對他表示羡慕、
與他攀比，而是把他當成跟自己是完
全不同的兩類人，並尋求借他的光，
比如為他打工。

日常文化和正統教育中，很少有
“怎麼主動選擇、怎麼審美，怎麼根
據自己的意圖改變世界”這樣的討
論，“主人翁”精神只不過是句漂亮
的空話。

比如買個房子，本來房子是自己
的，應該完全根據自己的喜好去裝
修、佈置，但很多人想的仍然是怎麼
裝修看起來更有“面子”。

人們取悅世界已成習慣。
青年導師最愛說一句話，“做最

好的自己”。做最好的自己幹什麼？
梳妝打扮等著別人來挑選嗎？

我們因為歷史原因，過去這幾十
年的主流文化都是貧民文化，人們對
“怎麼適應別人”研究得很多，對
“怎麼自己做主”研究得很少。

我們看看網上一些所謂的“職場
經驗”，對工作、對上級、對同事的
各種小心翼翼的算計，動輒得咎的脆
弱心態，讓人感覺真是非常可憐。

這一代中國人的技術很強、性格
也隨和，願意與人合作，但是整體心
態普遍像小孩一樣，有主人翁意識的
人物實在太少。

在美國矽谷，儘管來自中國和印
度工程師的總人數勢均力敵，但是二
者地位其實有一定差別。無論是進入
各公司管理層的人數，還是創業的人
數，中國人都顯著不如印度人。

為什麼印度作為一個國家落後中
國很多，海外印度人卻能領先海外中
國人很多，難道僅僅是因為英語好？

我想，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印
度人比較有主人翁意識。中國作為一
個國家很有主權意識，但是中國人作
為個人的主人翁意識落後印度很多。
06
階層不是一切人總有自由意志

我們大概可以說，現代教育可以
簡單地分三個層次，對應三個階層：

底層家庭對教育的期待是培養工
具、以找工作為目的；中層家庭對教
育的期待是培養工藝品，以提升個人
價值為目的。；上層家庭對教育的期
待是培養主人翁，以欣賞、選擇和改
變周圍世界為目的。

現代流水線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
到第一層；想要進入第二層，家庭必
須出力，爭取去精英大學；而第三
層，則幾乎完全是家庭和個人的事
情，學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這麼說來，如果生錯了階層，尤
其在美國，上學豈不成了無比憋屈的
一件事情？

用美國這套標準對照，我的小學
的確是在工人階層。就連在教學樓裡
從哪邊走、上課怎麼舉手學校都有明
確規定。

但是我們有好幾個同學根本不在
乎這些規定，經常跟學校對著幹，老
師“誇”我們有“造反精神”——我
們這幫工人子弟，做事常常帶有統治
階級的風格。

素質的確是可以遺傳的。現在科
學家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智商可以遺
傳，再考慮到家庭環境的作用，大多
數情況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
的階層。

但人之所以不是機器，就是因為
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

基因加環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
死，人總有自由意志。大多數情況下
如此，但每人都可以不必如此！

是的，人很難突破客觀條件的限
制。

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這個劇本演
出，世界就太沒意思了。

中美教育模式比對——美國各階層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