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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舆论场出现不少

文字笑话，都能看到社会在文

字使用上的退化。某企业祝贺

中国羽毛球队在东京奥运会取

得佳绩的海报，竟然用了“铩羽

归来，包揽金银”的祝贺语，只

识“羽”字不识“铩”，把常见的

成语用反。想到之前袁隆平去

世时，一些明星在纪念时，把

“国士无双”写成“国土无双”。

这些不是偶然个案，也不只是

输入失误，背后是语文能力问

题。

复旦邓建国教授微博里引

过一个资深教授的话：从前来

学新闻的学生，汉语还不错，英

语一塌糊涂；现在的学生英语

还不错，汉语一塌糊涂。另一

个老师说，其实他们的英语也

好不到哪里去。北大陈平原教

授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对中小

学教育而言，每一门课都很重

要，但是本国语言文字、文学的

修习可能是最重要的、影响你

一辈子的。一辈子回过头来

看，其实对你影响最大的是语

文课。

语文老师在中学教育中扮

演着连接和整合中学知识的重

要角色，是中学这个教育共同

体中的思想者，是中学生价值

观的重要塑造者，为中学生进

入大学担负着思想摆渡

者的角色。我的一个感

觉是，每个在大

学里有思想、有

个性、善于思考

的大学生，在中

学 里 一

般 都 有

一 个 有

思想、个

性、善于

思 考 的

中 学 语 文

老 师 。 中

学 语 文 太

重要了，学

生今天走

向社会对

生活和工

作起决定作用的一些关键素

养，批判性思维、写作能力、阅

读判断力，多能从通识化的语

文教育中找到源头。

钱理群教授说，语文老师

承担着给予学生“精神的底子”

和对语言的美的感受。是的，

语文教育决定了那些影响我们

一生的关键素养。受到过好的

语文教育，打好语言文字基础，

能让我们在视频图像和娱乐文

化的喂养环境下，保持严肃并

坚硬的阅读习惯，让我们有强

大的枯燥耐受力、不被“小作

文”带节奏的批判性思维、流畅

的写作和表达能力。这些，都

是现代社会定义一个人的“优

秀”所必备的素养：坚硬的阅读

习惯和枯燥耐受力，让我们能

接触到最有价值的知识；批判

性思维，让人总能在相同中看

到不同，从正常中看到反常，有

创新敏感和创造欲望；流畅清

晰的表达，不必借助他者中介，

在有效率的沟通中更多被看

到、被理解、被欣赏。

语文教育给我们第一重要

的能力是严肃阅读的能力。不

要觉得“阅读”很容易，你试试

能不能做到打开一本书就立刻

读下去？有效率地致知（获得

新知）的阅读，不是件容易的

事，需要自小接受良好的语文

教育。阅读某个文本，不是仅

训练学生去找“中心思想”“写

作目的”和标准答案，而是让学

生沉浸其中与作者去对话，在

对话中获得愉悦并习得新知。

这个过程，要有深度的专注，沉

浸其中才能先涩后畅、先慢后

快，抵达新知。我跟北大和人

大那些“高考胜出者”交流时发

现，他们绝不只是“优秀的考

生”，不是精致的考试机器，而

是在中学阶段就读了很多书，

阅读和致知能力很强。受爱读

书的语文老师的影响，他们很

少在手机上阅读，能抵制强刺

激的诱惑，集中精力专注于纸

质 经 典 ，一 本 书 一 本 书 去

“啃”。他们投入身体劳动，在

凝神阅读中捕捉书中多重、深

层信息，勤奋地用笔记录触动

自己的精粹段落。中学语文课

养成的阅读积累和习惯，让他

们在进入大学后读文献、检索

信息和深度认知上，有更优秀

的表现。

日常媒介消费中，人们能

够刷手机看视频看很长时间，

却做不到坐下来看几页书，就

是缺乏专注阅读的训练，被有

着强刺激按摩效果的视频惯出

了惰性，追求轻松、有趣、直观、

动感、快感，对单调和枯燥耐受

力极低。缺乏严肃阅读的能

力，也就无法建立一个凝神静

观、主动思考、深度致知的理性

人格。在中学，如果语文老师

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他能在

讲课中旁征博引，由一个材料

引出更多有趣的材料，给学生

打开一扇门，引起学生去读某

本书、某类书的兴趣。

第二重要的能力是批判性

思维，在思维训练中掌握辨析

与判断的方法。到了中学阶

段，语文教育就要超越语言文

字规范和叙述，而迈向文字思

维和思想。有价值的阅读和写

作，都需要思维支撑，批判性思

维又是现代人最重要的一种思

维。批判性思维不是让人去批

评、否定、反驳，而是一个有能

力在别人停止思考的地方（答

案、结论、教条、权威、常识）往

前再走一步，提出探索性疑问，

在证据中分析推理，最后作出

某种独到、有说服力判断的过

程。作文能不能站在一般考生

之上发掘独到的角度，搭建饱

满的结构，驱动有效的论证，就

是批判性思维在运作。

你拿什么去“批判”？批判

性思维是以充分的阅读为基础

的，有了阅读形成的积累，见过

知识世面，开阔了眼界，你才有

升维站到更高处去“批判”的

“本钱”。歌德说，只知其一，等

于无知。掌握多元的材料和角

度，是批判的前提，很多人之所

以缺乏批判性思维，就因为只

有“一元思维”，满足于接受一

个标准答案，陷入“无知的确定

性”。通过阅读积累，起码知道

很多事情有两种以上的可能

性，不仅知“其一”，起码还知道

其二、其三，甚至其四，才能形

成对比、对勘、辨析、辩证、否思

的思考，用“其二”与“其一”“其

三”进行批判性对话，创造力就

被驱动了。这就是创造力的关

键秘密，创新洞见就体现在这

个对话过程中。语文教育要通

过丰富的阅读给学生打开思维

阀门，在知“其二”“其三”中对

“其一”进行批判性思考，举一

反三，进而创造出“其四”“其

五”。

第三重要的能力是写作，

就 是 最 终 文 字 和 思 想 的 输

出。写不仅仅是写，而是一个

让思考变得清晰并固化的过

程，思维需要输出去驱动和整

理，只有用词语表达出来，才

能倒逼思维的清晰。所以，要

想让思维变得清晰，没有比把

它表达出来更好的途径了。

清晰的思维与活跃的写作互

相成就，写作是对思维的激活

与整理，把潜意识状态的“想

法”唤醒，用想法碰撞出更多

的想法，让脑、手、口形成一种

流畅协同状态，想到了，就能

清晰地写出来，进而畅通地说

出来。文字输出，是综合能力

的体现，这也是为什么像高

考、考研、公考、招聘之类都要

求写一篇文章的原因，支撑

“文字输出”的是一个人读过

多少书、批判性思维的活跃

度、日常动笔的勤奋度。

写作也能锻炼出一种对话

和讲理人格，思考停留在自己

脑子里，只是一种“自以为是”，

而写出来，就要接受他者的审

视与批评。这个一边写、一边

与他人对话的过程，是培养自

己形成常识感、逻辑、效率、修

辞、说服的过程。

实际上，一个人的价值观，

正是在阅读、思考和写作中形

成的，在阅读中跳出自己狭窄

的生活世界，去与历史、未来、

远方的哭声、远古的智慧、远去

的背影对话，思考那些自身利

益之外的事，相信那些远方的

哭声最终会与自己相关，从而

让自己具备同情、怜悯、善良、

勇敢、利他的公民美德。布罗

斯基说过一句话，大意如此：与

一个没读过狄更斯的人相比，

一个读过狄更斯的人更难因为

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去

伤害同类。语文教育

的“精神底子”，在读、

思、写的日常训练中塑

造着一种与公共事务、

公共利益形成密切联

系的饱满人格。

据中国青年网

语文教育决定了
影响你一生的关键素养 为了加强青少年自护教育，精心搜罗

了一系列关于青少年安全自护教育漫画知

识，专题讲述生活中的安全自护故事。

青少年安全自护
教育小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