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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在於喚醒而不是塑造

；知識絕非他人所能傳授，而是學生

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領悟

的… …

越來越多的孩子不快樂

越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

受到快樂，不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

現在的學校似乎只提供一張畢業

證書，越來越難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

愉悅和心靈的平和。學生反社會的行

為越來越嚴重。

教育的價值在於喚醒每一個孩子

心中的潛能，幫助他們找到隱藏在體

內的特殊使命和註定要做的那件事。

說到中美教育的差異，一個看起

來是悖論的現象，卻特別引起我的濃

厚興趣：

一方面，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

礎扎實，勤奮刻苦，學習能力——特

別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域——超乎

尋常，在國際大賽中屢屢摘取桂冠，

將歐美發達國家的學生遠遠甩在後面

。

另一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

術舞臺上的整體地位不高，能夠影響

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陳

，至今也只有一位本土科學家獲得了

諾貝爾科學獎，這是一個令人尷尬而

又痛心的老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學校

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與此類似的另一個現象，看起來

也是悖論：一方面，美國基礎教育質

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力不強，就

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和其他國家——特別是和中國、

印度——相比，美國學生在閱讀、數

學和基礎科學領域的能力和水平較差

，在各種測試中的成績常常低於平均

值；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

獨步全球，美國科學家的創新成果層

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術發展

的前沿。

在通常情況下，就整體而言，優

秀學生的基數越大，未來從中湧現出

優秀學者的可能性就相應越大。

然而，當下中國教育正在驗證我

們的擔憂：優秀的學生和未來優秀學

者之間的相關性似乎並不顯著。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我們就不禁

要問：我們的教育是有效的嗎？這也

促使我們反思：到底什麼才是有效的

教育？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

人們實現了教育的目的。

然而，今天越來越多的我們——

無論是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已經

漸漸忘記了教育的目的。

恢復高考以來的三十多年裏，我

們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來越快

，也越來越累，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問

自己，我們為什麼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變成我們日常生活

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師上

課是為了謀生；學生上學在義務教育

階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階段

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試；校長看上

去像是一個企業的總經理等等。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教育的有

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教育的實質不僅包含知識訓練，

還涉及社會和人生的倫理學訓練。

古代中國的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

的一面，但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學

生們通過反復閱讀經典的經書來完善

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務，

進而服務於國家和天下蒼生。

科舉制廢除之後，基於政治經濟

文化的顛覆性變革，中國教育走上了

向西方學習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

套語言、學制和評估體系。

這一源於特殊歷史環境下的教育

體系尤其強調功利性，即認為教育只

是為了解決現實問題而存在的：讀書

是為了救國；教育是實現現代化的工

具等等。

到了當代，教育更加呈現出相當

顯著的工具性特徵：學生們希望通過

教育獲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

們能夠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增強他

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獲得

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

如果教育不能讓他們實現這些功

利目標，他們便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教

育——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讀書無

用論”漸漸開始抬頭的思想根源。

反觀美國，其教育也有功利性的

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

是附著于公民教育背後的產物。

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越強調教

育對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

機構，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質作

為最根本的教育目標。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最為盛行的

美國，在教育領域卻非常地“不實用

主義”：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教給

學生的越是些“無用”的東西，如歷

史、哲學，等等；越是優秀的學生，

越願意學這些“無用”之學。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

，和美國中小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

係。

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

“產婆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

育是一個“接生”的過程，教師就是

“接生婆”，人們之所以接受教育是

為了尋找“原我”以不斷完善自身。

他們認為：教育的目的在於喚醒

而不是塑造；知識絕非他人所能傳授

，而是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

漸自我領悟的。

所以，在美國課堂裏——無論是

大學、中學還是小學——教師很少給

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不斷提出各種

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

。

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

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誦什麼東西。

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

、思考、辯論、體驗和領悟的過程，

學生在此過程中，逐步掌握了發現問

題、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尋找資料

、得出結論的技巧和知識。

雖然他們學習的內容可能不夠深

不夠難也不夠廣，但只要是學生自己

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身難以忘記，

而且往往能夠舉一反三。

與此相反，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

子“學而時習之”思想的影響，老師

把知識點一遍又一遍地硬塞給學生，

要求學生通過不斷地復習背誦，使之

成為終身不忘的記憶。

這種教學方式對於傳統的人文經

典教育或許是有效的，但對於現代自

然科學、社會科學而言，其弊端是顯

而易見的：

學生的基礎知識普遍比較扎實，

但也因此束縛了思想和思維，喪失了

培養創新意識的機會；更重要的是，

死記硬背、繁重異常的基礎教育，令

中國學生普遍地厭學、不喜歡思考、

動手能力差。

通識教育，即自由教育，是對心

靈的自由滋養，其核心是——自由的

精神、公民的責任、遠大的志向。自

由地發揮個人潛質，自由地選擇學習

方向，不為功利所累，為生命的成長

確定方向，為社會、為人類的進步做

出貢獻。

在美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會把

完成通識教育作為學生獲得學會的一

個必要條件。

曾任耶魯大學校長的著名教育家

理查德•萊文（Richard Charles Levin

）說：如果一個學生從耶魯大學畢業

後，居然擁有了某種很專業的知識和

技能，這是耶魯教育最大的失敗。因

為，他認為，專業的知識和技能，不

是耶魯大學教育的任務，而是學生們

根據自己的意願，在大學畢業後才需

要去學習和掌握的東西。

簡單來說，通識教育不強調專業

本身，而是著重培養人在思維，藝術

，歷史，哲學等方面有所進步。

中國教育側重於專業技能的養成

，而美國教育則相反，他不培訓專業

技能人才，卻因此造就了數量龐大的

諾貝爾獲獎者，推動世界的發展。

中美教育是“差別”，還是“差距”？

中國的未來會不會出現一個教育

極度不公平的時代？

羅振宇的結論是：在未來幾十年

，將會出現中國千年來未曾出現的局

面，那就是“教育分層”。

科舉制在中國幾千年的教育歷史

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有一個特別

核心的使命就是防止社會分層。

封建君主制時期，皇帝對威脅皇

權的官僚和豪強實行打壓政策，而科

舉制的發明和推行很大程度上就是為

了解決這個問題。

一個人也許出身於社會底層，但

只要學習參加考試，也許就能成秀才

或者是舉人、進士。至此，整個家族

光宗耀祖，徹底翻身。科舉制的存在

，使整個社會呈現出一種開放式的格

局，上下層流動。

提倡“有教無類”是中國教育的

一大特點。窮苦學生和皇家子弟用一

樣的教材，考一樣的試卷，教育的方

法也幾乎是一樣的。中國幾千年來的

教育，在“內容”和“方法”上並沒

有出現分層，雖然教育資源可能會有

比較大的差距，存在著一定的不平等

。

而本文說的“教育分層”是以美

國教育為典型的西方意義上的“教育

分層”。要想理解這一點，就得先要

理解“階級社會”。

階級社會

真正的階級社會是印度的種姓社

會和英國的貴族社會。一個人的階級

由一個人的血緣決定，而不是由財富

和社會地位決定。

雖然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主和自

由的浸潤，歐美血緣觀念上的貴族開

始消逝，但是社會的分層結構卻一直

流傳至今。

美國的教育資源分配基本上都是

當地社區自治的，富人區所在城市的

學校資金充足，學生受教育環境好，

形成良性循環；而窮人區所在城市的

學校資金有限，學生受教育環境就差

，形成惡性循環。

萬維鋼用兩句話回答這種教育分

層帶來的結果：

1、如果你不瞭解美國的教育，你

會驚訝於中美兩國教育的不同之處；

2、如果你瞭解美國的教育，你就

會驚訝於中美兩國教育的相同之處。

舉例子：中美兩國的兩個孩子，

一個是小明，一個是David。

小明通過考試，從小學、初中、

高中，一步步努力學習考取清華大學

。到北京上大學後開始意識到自己的

知識視野非常狹窄，課外書基本沒怎

麼接觸過，不會穿衣服不會說話，見

到女孩子就臉紅……他就是典型應試

教育的產物。

David家境不錯，成長的環境也相

對好很多。可能就做題來說不如小明

，但是David的知識面很廣，不管是游

泳、擊劍、高爾夫球等體育項目；還

是繪畫、唱歌、彈奏樂器等才藝方面

；或者是演講比賽、社區活動、學生

會裏的競賽等各項社會活動方面都很

不錯，是典型的素質教育的代表。

但從根本上來說，他們都是“應

試教育”。

只不過小明是“自古華山一條路

”，只能奔著考試去；而David也只是

為了湊夠美國精英大學入學標準。

而且David的處境還不如小明。因

為小明面對的問題具有確定性，只要

考高分就能上好的大學。而David不同

，因為每個大學的招生標準幾乎都不

同。

常春藤盟校幾乎都是私立大學，

從來都不公佈具體的招生規則。甚至

這些學校招生辦的工作人員退休後當

招生顧問，都不清楚這些學校的招生

規則，因為根本沒有明文條例的規則

。

沒有明文條例，談何公平？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但是他有

一個民族主體——WASP（白人盎格

魯-撒克遜的新教徒）。他們認為常春

藤盟校要培養的是本族群的後代，所

以不能輕易地讓其他族群的後代進入

常春藤盟校。

於是，他們開始設立門檻。比如

哈佛、耶魯規定必須考希臘語和拉丁

文。由於其他族群的公立學校不教這

兩種語言，這樣其他族群的學生自然

就被排除在常春藤盟校之外。

但是這個規定施行了一段時間之

後就被廢除了，因為這個規定人為地

把其他族群的精英排除在外，而自己

族群的後代不需要經過多大的競爭就

能進這些名校。長此以往，國家會產

生危機。

美國的常春藤盟校是在兩個極端

之間搖擺，一方面要把別的族群排除

在外，一方面又要把其他族群的精英

挑進來更新自己族群的血液，而招生

規則設立的實質是排除異己。

現在的美國高中生想上常春藤盟

校有三條路可走。

1有特長，尤其是體育特長，且是

要符合 WASP 要求的體育特長，如擊

劍、滑冰、打高爾夫球……

這個要求的連帶效應就是把富人

家庭挑出來。因為這些特長項目的訓

練都是靠金山銀海堆出來的，這樣自

然就把貧困家庭和富裕家庭區別開來

。

2家長得是校友。美國這些名校有

一句話叫做“一代藤校，代代藤校”

。這些學校的門檻是：新生入學的時

候必須經過“校友面試”這一關。

美國的前財政部長（哈佛前校長

）薩默斯說過一句痛快話：“我們招

收校友的孩子，這是我們建設我們自

己社區文化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說

，我們是一個社區，是自己人，我們

要代代相傳把持這些名校，我們就是

要照顧自己人。

3捐款。白人很多的私立學校，校

友和學校本身就是是同氣連枝的，終

身都保持聯繫，校友捐款是這些私立

學校很重要的財政來源之一。

華人的觀念裏，往往認為大學就

是一個工具，自然就不願意捐款。

從捐款這個角度來說的話，美國

的學校還是比較講規矩的。

比如說香港的慈善家陳樂宗，一

次性給斯坦福大學捐款 3.5億美元（這

是斯坦福大學歷史上最大的一筆單人

捐款）。結果立竿見影，第二年斯坦

福在矽谷地區招收華人學生的比例就

提高了一倍。

其實對底層孩子來說，最合適的

其實是應試教育。

美國有一個公立學校叫KIPP（高

考集中營），它基本上都是辦在底層

人民聚集的地方。其辦學方法和我中

國所謂的高考工廠一模一樣！因此其

效果顯著，很多底層出身的孩子都考

上了大學。應試教育可以說是底層出

身的孩子能享受到的最好的教育了。

素質教育是在中產階級的學校展

開的，這些學校主要是培養孩子的體

育、才藝、獨立思考的能力、口語表

達的能力、社會交往的能力、組織人

群的能力……

但是，這樣的素質教育仍然不是

培養社會頂級精英的，而是培養一種

中產階級人格而已。素質教育培養的

是工藝品——同一個檔次的東西是一

樣的，且是用來被別人挑選的。

頂級精英教育培養學生的原則只

有一條——培養孩子的決策能力。這

種教育的核心使命是教會孩子怎樣欣

賞、選擇和改變世界，這才是最頂級

的精英教育。

中美教育本質相同，
都將進入“社會分層”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