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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以载道

学习与教育前进！进！
赵继英

1929 年古田会议召开时，毛

主席谈教育、讲授问题，其中谈

到对干部授课要采取讨论式，不

能一言堂、满堂灌。古田会议涉

及的是人民军队应该如何创造，

到底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的

硬碰硬的问题。今天所谈的问题

本身也有讨论的价值。我是来汇

报思想的，恳请大家给把把关。 

讨论两个问题：

一个是：人能有知识，有智

慧，是自己学的呢？还是老师教

的？归根到底是如何？要较真！ 

一个是：要使人材茁壮成长，

学校中的工作应该是以学生为中

心呢，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呢？

还是以教师为中心呢，以教师的

“教”为中心呢？ 

上述问题是硬还是软呢？先

讨论第一个问题。

人人都要上学。积习的看法

是孩子所以能有知识，都是老师

教的，千百年来，世世代代。异

口同声，从不怀疑。像相信太阳

绕地球转一样虔诚，对吗？

用事实来说话吧！

司空见惯的事实是，相同的

教育环境，同一位老师，同一个

课堂，同样的教学内容，老师对

学生一视同仁，而学生们靠自己

赵继英，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

授，1960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力

学系。

学习达到的业务水平永远参差不

齐。有的学生学的不过瘾，不满足，

有的学生没学懂，有的学生把老

师的教诲当了耳旁风。这个事实，

怎么解释？老师的教授一定会变

成学生的知识吗？怎样才能成为

学生的知识？

举个例子吧！

我的小孙子在学校学一加一

等于二（1+1=2）。放学回家抱怨说：

“老师说，一个苹果加一个苹果

是两个苹果，一只梨加一只梨是

两只梨，一块糖加一块糖是两块

糖，说的都一样，没意思。”又

接着说：“一只大梨加一只小梨，

一只梨加一个苹果怎么算？她却

不说。”“你问老师啊！”“我

不敢！”我向老师汇报，老师苦

着脸说：“您的小孙子学会了，

还能提问题，可有的孩子，我给

他讲了几十遍还不会算呢？”他

说：“他不学呀！”——这无可

争辩的说明，一个人能有知识完

完全全，彻彻底底是靠自己学习

获得的，而不是靠别人教的。也

许对不学的孩子比乐学的孩子老

师教的力度更大，投入的教育资

源更多，可孩子不学，老师教了

也没用。

每个人都有学习、认知的能

力，由于生理的差别、经历的各异，

孩子们走着千姿百态、异彩纷呈

的求知之路，这条路只属于自己。

一加一等于二，这是个初级知识，

设身处地对没有多少实际经验的

孩子来说，让他识数这可是个非

同小可的大事，我们的老祖先是

经过了多少万年才识数的。原始

人没有数的概念，经验告诉他们，

人多势众，多数人一起狩猎比单

打独斗容易成功，多存些野果冬

天就不会挨饿，实践中古人先有

了“多”和“少”的概念。进而，

两只手抢的东西多，两个人干活

省劲，逐步形成了数量的概念，

再进一步有了运算的概念。知道

了一加一等于二，这可是经过了

千万年啊！让一个孩子上来就知

道一加一等于二，这太难了。要

从孩子的实际出发，教草原上的

孩子识数叫他数巧克力豆，不如

让他数牛羊。

在课堂上，从形式上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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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是主动的，是主角。其实真在

乎的不是老师讲没讲一加一等于

二，而是学生学没学会一加一等

于二。所以在课堂上，从实质上看，

学生是主角，主动地学，获得知识，

才是课堂的终极目标。堂堂课都

长知识，有收获，而不是“水课”。 

孩子还可以不受教育的局限，

甚至与教育相悖进行学习。我的

小孙子上托儿所时，我带他在清

华大学的池塘喂鱼玩，我讲些有

关鱼的故事。不知什么话触动了

他。突然他把所有的鱼饵丢入池

塘，跑过来抱住我的腿、笑脸变

成了哭脸，哀伤地说：“爷爷，

你不要再吃饭了。”我觉得莫名

其妙：“为什么？吃饭爷爷才有

力气背你，和你玩啊。”“不！

你吃了饭就要死！我不要你死！”

我笑了：“傻小子！你说反了，

吃饭才能活，你吃饭才能长大，

和爷爷一样！”可是他坚持说：

“爷爷说的不对！太爷爷不是比

你老嘛，他不停地吃肉，喝粥！

吃死了嘛！”他举例反驳。我无

言以对，我抱起他，他也搂住我

的头。

怎样给他解愁呢？太爷爷仙

逝有些时日了，可见小孙子考虑

生死问题也有好久了，他不是一

时兴起，而是有了自己的认识，

而且相当坚持。他不识字，没有

什么信息渠道，他哪来的这个思

想？

其实，他的思想有其根据。

从形式上看，人可以什么事都不

干，可饭必须吃，人到死都要吃。

他目睹了太爷的死和太爷的吃，

而且太爷是十分讲究地吃。从这

个实践中有了感性认识，最后概

括成了知识，认为太爷是吃死的，

因为太爷在死之前，吃的份量很

重。所以更强化这个认识，认为

人的死因是吃！他从自己的实践

和思考中获得了这个知识，完全

是自学的。可家人对他的教育是

什么呢？让他多吃，吃好！批评

他不吃，告诉他吃的一切好处，

没有一次说过吃是死的原因。教

育的时间之长，次数之多都不抵

他对这些教育一次反思，他独立

思考得到的认识和对他的教育正

相反。

姑且不论他的认识是否足够

辩证，姑且不论，但小小年纪，

敢于坚持自己的看法，学风可嘉，

值得肯定。日心说不是这样代替

了地心说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

还提出了不死的办法，就是不吃

饭。相对来说，发现问题，找到

问题比较容易，找到解决问题的

办法更重要、更困难。因为他爱我，

所以忠告我不要吃饭。一个托儿

所的孩子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完

成了从认识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

过程，足以说明一个普普通通孩

子的学习能力有多么强。

这个例子可以分析许多问题，

我只强调一点，一个人从获得第

一个知识开始，都是自己学的，

而不是靠别人教，甚至和教的相

反。学习的效果，完全因学习者

的具体情况而定，未必是教育的

初衷。也许从来就不存在完全相

同的求知之路。在地球上活过了

多少人？不知道。可能求知之路

各不相同。 

正常的情况下，学习和教育

是同生共存的孪生现象。这个现

象最早何时出现？怎么出现？

我才疏学浅，不得而知。我

大胆设想，几百万年前，原始人

狩猎成功了。人们怎么吃肉？大

家见过非洲草原上狮子吃肉的影

像吧，大概古人和狮子差不多。

可能有一位古人偶然、无意间用

一块锋利的石头砍下一块肉来，

从而提高了吃肉的效率。这可是

知识和技术的伟大进步，人类文

明的伟大飞跃。能用石头刀割肉

者，未必有传授知识和技术的教

育意识，而一定有别的古人也想

有用石头刀割肉的本领，这就产

生了学习的愿望和需求，进而诱

发产生了教授和传播知识和技术

的可能，这就产生教育。姑且称

那个时代的教育。

学习行为的出现伴生出了教

育；教育是依学习的存在而存在

的，而不能相反。有了学生，才

需要老师。学习和教育是一对矛

盾。这对矛盾在师生二者主观能

动的共同劳动中运动着。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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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不等于学生的劳动，也不能

替代学生的劳动，有了学生的劳

动教师的劳动才有意义，没有学

习，谈何教育？

作个类比，在市场上，买卖

双方也是一对矛盾，付了货币，

出售食物，等价交换，这个矛盾

的运动就完成。卖食物者不管食

场出售后的去向，买食物者还有

后续的运动要完成，那就是把食

物吃掉，才能变成物质营养。在

课堂上，教师传授知识，内容讲

对了，数量讲够了，演示完成了，

施教的任务就达标了。在课堂上，

学生要学习，就是要承受知识，

学懂、记住、会用、变成学生的

精神营养，受教者的任务也就完

成了。教师与卖食物者有所不同，

就是关心自己所传授的知识是否

被学生掌握，现行常用的办法，

就是对学生进行考核，也就到此

为止了。而学习不会终止于任何

一个课堂，还要把所学能举一反

三，甚至创新知识，这都要学生

自己来完成，而不是靠教，也教

不了。 

其实人能有知识和智慧完完

全全是靠人自己学习获得的，这

不是新观点。孔老夫子说：“吾

十有五而志于学。”毛主席说：

“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

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

爱因斯坦说：“Wisdom is not a 

product of schooling but of the 

lifelong attempt to acquire it”，

这也是所有大师们共同的感性认

识。

这个感性认识被多人、多次

重复，历史已经很久远了，应该

给以理性分析。学习和教育是一

对矛盾。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

我认为学习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学习在这对矛盾的运动中起主导

作用。学习决定了这对矛盾的斗

争、发展和结局。学习决定了学

生能否承受教师传授的知识，使

学生自己从无知状态向有知状态

转化，甚至学习最终决定能否有

所创新，而不受教育的束缚。人

的学习是个体的、孤独的、个性

化的主观能动的实践和思考的行

为，是坚持不懈的、与时俱进的

多变状态下的艰苦劳动，是个永

无止境的运动过程，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如今人类的知识浩如

烟海，须知任何一个知识的首次

被认知都是某位伟大的先辈，经

过自己伟大的实践和思考，靠自

己的学习获得的，从无到有产生

了新的知识，造就了李时珍、牛顿、

爱因斯坦、马克思……等数不尽

的无师自通的伟大先哲。 

明确了学习是人获得知识和

智慧的根本这个真理，正本清源，

搞教育的人就要敢于否定自己的

教，敢于肯定自己学生的学。办

教育就应该在如何使孩子们乐学、

会学、高效率、高质量的学习上

下功夫。有了一流的学习，才有

一流的教育。

我们给学习正了名，这丝毫

没有轻视或忽略教育的意思，也

要给教育正名，有必要对教育的

地位和作用作些分析，这就是要

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在学习和教育这对矛盾的运

动中，我认为教育是矛盾的次要

方面。在学校中教育是把人类对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客观事物的

运动规律的有时代烙印的阶段性

认识，用理性思维和科技手段表

达出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环境

和条件，使学生由无知状态向有

知状态的转化过程得以进行。教

育是极具个性化的睿智和修养有

机、精巧结合的主观能动的实践

活动，是与时俱进的，因人、因时、

因地制宜地创造性劳动。其劳动

成果，首先使教育内容能客观、

真实、 准确、生动地反映客观事

物的运动规律，契合学生的认知

水平，能激发和诱导学生主动地

实 践和思考的学习积极性，勇于

和乐于追求真理。

再举个实例。小孙子上托儿

所最后一个学期时。放学回家的

路上，他攥着一把野草问：“有

没有一根草上长两个狗尾巴？那

多好玩！” 对这个求知、学习的

愿望，如何对待呢？我笑道：“我

没见过，看看你手里有吗？”他

把草摊在地上反复找，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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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口气。孩子的好奇心是乐学的

沃土，是肯学的原动力，是创新

思想的起跑线，太宝贵，要珍惜，

要呵护！“没找着，不要紧，再

找找看！”我不以为然。没想到，

他真把找草当成了一回事，他力

所能及的事。从此，我们祖孙二

人开始了一段美妙和奇怪的经历。

出了家门只剩一件事，花园里、

树林中、河岸上……有草之处绝

不放过，着了魔。不知划破多少

次手，身上被咬多少个包。一次

次拨草，一次次落空。我可怜他，

劝道：“别找了，也许没有这样

的草，说不定哪天会碰到。”“嗯。”

只一种回答，不喜不忧，面无表情，

埋头干活，和他的年龄不相称。

整个夏天就在失望中过去了。我

想事情结束了，庆幸草丛中没有

蛇。转眼，小学一年级暑假到了。

“爷爷，狗尾草又长高了！”继

续腿被石头碰破，失足落入小河

中……差不多又是一个失望的暑

假。准备上二年级了，最后一搏，

老天爷可怜他，终于找到了长两

个头的狗尾巴草。小学期间还找

到过长四个头的。

历时跨年，日晒雨淋，小伤

无数……摸过千千万万棵草都是

失 望， 最 后 的 结 果 也 可 能 是 失

败。寻草是孩子选的题，通过自

己的劳动，他完成这项工作，是

孩子自主、独立的实践获得了超

出常识的知识。这不是人类获得

新知识的常态嘛！成功找到多头

狗尾巴草，虽然只是长见识，不

能和找到野生水稻的作用相提并

论，但在认识事物上，毕竟也有

些创新。小小年纪，异想天开，

刻苦努力，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

望，应该怎样评价呢？更重要的

是非物质的看不见的精神上的收

获。当日复一日，受伤落水……

摸过成千上万棵草都是失败时，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如何经受这个

现实？他是怎么想的？当前景未

明，他仍能百折不挠，坚持寻找，

有毅力和自信，他又是怎么想的？

我都不知道，他太小，怎么交流

思想呢？只能创造条件、保证安

全、给以支持，让其学习过程自

然发展。

终止这个过程太容易了，但

是不能！失败时叹息，误识时空

喜，令人心碎，能不能成功也没

有奢望，当成功瞬时出现时，那

种喜悦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他

举着草飞跑过来，我说：“你太

急了，让它长大些再掐多好。”“我

怕它跑了！”得到我的肯定，他

可能不敢相信，面容有些变。熬

了这么多时日了，我也有些激动，

赶快拉着他说：“快向奶奶去报

告吧！不用她准备草帽和风油精

了！”我想他人生早期的这次实

践的成功，应该让他认识到，只

有奋斗，才会有成功；空想是不

够的，活是靠干的；遇到困难、

挫折、痛苦时要能忍得往……成

功和失败都是财富。这些在他以

后的成长过程中都有所体现。将

使他终生受益。

这个小故事应该可以说明孩

子求知应该让孩子自己去做，孩

子是主角，要以孩子的学为中心，

他不做、不学就不会有结果，就

不会获得知识。这是别人代替不

笔者小孙子找到的四头狗尾巴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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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求知的过程绝对是个性化

的、私密的，过程中的经历只有

亲历者知晓、享有、不可言传。

和获得的具体知识同样宝贵。这

个小故事也充分说明如果没有时

间的保障，没有物质的保障，没

有特殊的、不拘一格的家庭的教

育环境和条件的保障，这个寻草

过程也不会圆满完成，也就没有

孩子的成功。孩子的资源很少，

这就要求大人们正确的、科学的

创造环境和条件，以利于孩子们

的学习，帮助孩子们闪光的思想

燃烧，使他们在实践和思考中求

知。 

次之，教育要使科学严谨的

课程设置、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

附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

要动脑和动手相结合，理论和实

际相结合，要在优化学习环境和

条件上下功夫。

再举一个实例，孙子说：“老

师讲大数的概念。讲了一个古埃

及国王和宰相在国际象棋盘上放

米的故事，米数倒底有多大！”

这个典故在数学上是个“等比数

列求和”的问题。如何施教呢？

我答道：“这还用问我，你自己

算嘛！”他已上小学四年级了。

他晨练时右臂摔折，只能用左手

计算，没算过大的算题，抓耳挠腮，

草稿纸很乱。不久，就记不住算

到第几个棋盘格了，只得停算检

查。我画了一张棋盘给他。他笑了，

把得数准确地填在对应的棋盘格

中，算式和得数分开记，果然不

乱了。我见他左手不便，给他一

个计算器，提高了效率，减少了

错误。算到第三十五格时，数字

长达十一位，计算器的容量已不

够了，只得再用手算。算错一格，

后面所有格的计算全作废，数字

很大，算准不易。他去找姑姑帮忙，

很快在电脑上算完并打印出一张

六十四格的数据表。

要求大数，还要将六十四个

数加起来，只能用手算。孙子把

自己关在屋中，避免干扰，不知

道过了多长时间，屋门大开，他

冲出来，左手举着一张歪歪扭扭

写着几行数字的纸，大叫着。那

是一个有 20 位的大数，宰相应得

18，446，734，073，709，551，

615 粒米。他解开了存在脑中不知

多少时间的谜。经过自学获得了

书本上，课堂上没有的知识，应

当高兴， 我也为他高兴。 

我 说：“ 你 别 高 兴 的 太

早！”“呃！爷爷，什么意思？”

他眨眨眼。“你出的错还少吗？

这个得数准吗？”话一出口我就

后悔了。孙子在家养伤，拖着断

臂，靠自学已求得大数，学到了

新知识，我是否对他太苛求了。

他愕然仰头求救：“我怎么办？”

有点急。我狠心说：“老办法，

从头验算！”“啊！那么多数，

太难了。”我不知道他关起门来

算出那个大数有多难。我坚持说：

“做事哪有不难的，一个错的数

有用吗？”我知道他已经有了不

少改错的经验，有耐心，能细心，

有了些数字的悟性。我提议能否

改进算法，又快，又准，又好验

算。七嘴八舌，出了不少主意，

最后按孙子的主意，将六十四个

笔者小孙子二年级语文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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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分成八组．每组中再酌情分组，

分别相加，再逐次相加。最后得

到那个大数。验算了好几遍，大

家认可了。出乎我的意料，孙子

说：“让我最后再验算一遍吧！”

至此皆大欢喜。 

我问他：“这个大数有什么

意 义？”“ 国 王 给 宰 相 的 米 数

啊。”“你每天吃饭是数着米数

吃的吗？”“每顿吃两碗！”他

懂了我的意思。我给他一个称微

重的电子天平。“称称 100 粒米

有多重？”答案是两克重。他顺

便玩起天平来，大头针、扣子、

百元钞票，几根头发……几十种

物品称个遍。“你算算这些米有

多重，能养活多少人”“这很容

易！”他很快算出米重为 368，

934，681，474，191，032.2 克，

并换算成 737，869，362，948，

382 斤，约为 738 万亿斤。我告

诉他，我国那年（2011 年）粮食

总产量约 1.14 万亿斤。孙子抢着

说：“古埃及产粮食哪能和我们

现在比，他们可能上千年也生产

不出那么多粮食。国王上当了。”

之后，他写一篇记叙文。 

孙子的数学老师只是含糊地

说这个数很大，没有给出此数的

数值，可能她不知道。小学的教

育就止于这个水平了。孙子对学

校的教育不满意，在家中带伤自

学算出了这个大数的数值。学校

不足家中补，这很正常。到此为

止也可以了。但是，止于只知道

了大数的数值 仍然是不够的。微

重电子天平优化了学习环境和条

件，起到了提高教育水平的作用。

它把一个单纯的数字和物质世界

联系起来，数字变活了，使孙子

的学习和获得的知识丰富、提高，

不停止在只知道这个大数的数值

上，还知道了这个大数所显示的

物理意义，进而引申出了它的社

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使他获得的

知识提升到新的高度，远远超出

了孙子提问题时的初衷。没有这

个天平，就不会有学习效果的提

升。可见优化学习环境和条件多

么重要。 

教育要准确的、科学的加大

投入。如果小学的课堂上能使用

电子天平，那将是什么劲头。在

这件事上，我家的教育超越了学

校的教育。天平能发挥作用，能

提高教育水平，前提是要知道大

数的数值才行。这就要孩子们去

学，把大数算出来。算米数是学，

称米重是学，学历史也是学，国情、

社情也要学，一个大数的内容何

其丰富。学习和教育的辩证关系

就体现在这里。

孙子给自己出了探索新知识

的难题，要求未知的大数，想像

多头狗尾巴草的美姿，他向我求

索。无知的我难以解答，想以我

的教育为中心为他解惑，显然是

不可能的。虽然我没有相关的知

识，但不妨碍我施教。教育就是

创造好、组织好学习的环境和条

件，以孩子的学习为中心，让孩

子自主地学习，从无知转化为有

知。孩子从提问题开始就走上了

探索新知之路，教育也就相伴开

始了。为了探索多头狗尾巴草形

貌的真相，在古稀之年，我怀里

揣着硝酸甘油，尽一切可能在保

证我们祖孙二人不出意外的情况

下，集中两个暑假的时间，陪孙

子找草，甚至在整个上小学期间

都没断过找草。我保护他，让他

独自去找。在拔过千千万万棵草

之后，难得没有最终失败，居然

能找到几棵双头的、四头的、七

笔者小孙子做大数计算时使用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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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草，找草的过程难以细说。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刚开始人

生之路，就经如此磨炼，就有了

他个人成长的特点，比找到草更

宝贵的是精神上的收获。找草过

程中所塑造的良好品质和优良作

风是珍贵的私密的财富，难以言

表和显现，我能感到他的成长和

进步，并因他的行为所欣慰。

有了种子就会发芽、生长、

成熟、结果。人的悟性也是如此。

一年后的一张试卷使他的觉悟由

隐性变成了显性。小学二年级临

近期末考试了，他举着一张精心

保存的期中考试的语文试卷，沮

丧地对我说：“爷爷，为什么老

师 说 我 错 了。”“ 为 你 好， 才

说你错。改了吗？不犯错，长不

大！”“我按老师说的改完了，

可是我就是不知道我错在哪里。”

他是个与年龄不相称的趋于理性

的孩子，他把试卷完整保存，这

极不寻常，说明他要斗争。他信

任我。试卷上有一篇短文，描写

妈妈炒菜，让孩子们写读后感。

孙子写的是，“不管什么东西，

都要学，才能会。”老师批了个

大红叉，要他改为“炒菜也有学

问。”为此他丢了考分，他当然

心痛，记住不忘。看后我震惊了，

孙子错了吗？半个学期中他带着

委屈学习，面对着错判的老师，

敢怒不敢言，顶住压力，坚持不

认错，实属不易。又面临期终考

试了，什么是对、错？要找我讨

个说法，孙子小小年纪，能把仅

有的那点学习经验、感性认识，

提升到理性认识，概括为“不管

什么东西，都要学，才能会！”

这句普适的真理是个创新性思维，

错在哪里呢？我来不及顾及与老

师先沟通的惯例，立刻斩钉截铁

地对他说：“你写的好！不但没

错！还对极了！”他马上喜笑颜

开，给我深鞠一躬，“谢谢爷爷！”

我拉住他说：“按老师说的改也

没错。可你的答案 比老师的答案

更好！爷爷给你 1000 分！”我必

须加倍肯定他刻苦学习、特别是

坚持真理的学风。只弥补他在现

行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下

所受的伤害是不够的，还应使他

得到以学生的学习为中心的教育

模式的彻底解放。我十分痛苦地

觉得，那个错判的大红叉子，不 

仅极大地伤害了孩子的学习积极

性和创新意识，很可能是斩断了

孩子的成才之路啊！如不纠正，

将后患无穷，真是后怕啊！

一年后，他将这句话，郑重

地做成条幅，作为座右铭，鞭策

自己。在随后近十年的学习和

生活中，他没有食言。他学吹萨

克斯管，学引体向上，学校规、

当好班上的纪律委员，学繁殖螳

螂…… 都有进步。同学们无记名

投票，把校长奖学金给他，获中

学生辩论比赛最佳辩手，被评为

北京市三好生……都得到肯定。

在业务学习上，每个学期、每门

课、 每堂课、每道题……授课老

师都认为他上课专注、作业认真。

考核成绩总能名列前茅。他在高

考中得了高分，学校和专业可以

任选，被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录取。 

我只拿孩子的故事举例，意

在表明孩子尚能如此乐学、会学，

靠自己的学习获得了知识和智慧，

做了掌握知识和智慧的主人。他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任何

人都可以像他一样，甚至做得更

好！只要正确地认识了学习和教

育的辩证关系，进行科学的教育

改革，每个人都可以成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