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科学

《重新发现教学》 的作者、著名学者格
特·比斯塔是这个时代颇具影响力的西方教
育学家。比斯塔主张培养有差别的独立个
体，倡导教育的价值性。他认为，从教育的
功能视角可以将教育目的分为资格化、社会
化和主体化三个维度。其中，资格化强调教
育在培养合格劳动力方面的作用，是教育对
经济发展的贡献；社会化强调通过教育，让
受教育者成为特定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的
维护者和传承者；而主体化则强调教育可以
让受过教育的人在思想和行动上变得更加独
立。比斯塔的教育思想为我们如何看待基础
教育工作提供了省思。

教育资格化容易忽视学生个体的
独特性

现实中，人们对“好的教育”的判断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标准化测试的技术性结果。
在测试群体中，获得相对高分的学生常被标
注为“优等生”，而低分的学生则被认为是

“后进生”。教师如果培养出了更多数量的
“优等生”，就被视为“教育的成功”。

然而，标准化测验能够测量到的只是这
个学生是否掌握了某个知识点、某个公式原
理，这里“好的教育”仅仅体现在对学生学
习的关注、对学生理解和知识建构的关注，

却很难测量出“优等生”是否具有美德、创
新能力与合作精神，是否具有独立判断的能
力和挑战困难的勇气。这样教育的结果可以
使我们知道谁是擅长应试的学生，却无法发
现谁是有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人才、能够独立
完成研究的探索型人才。

关注学生的共同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对
学生进行分组、筛选、评价和管理，用技术
的、诊断性的语言或工具对孩子进行分类。
重视资格化的教育很容易让我们忽视学生的
独特性，实际上是对孩子们一种精神上的
放弃。

教育社会化容易造成教师认知的
工具化

虽说“参加考试”“力争通过”是每个
学生都需要经历的，但这些经历很大程度上
并不是按照主体意志去进行的，而是在被社
会需要、家庭期望、学校要求等裹挟着前
行。教育目的资格化和社会化，极易导致学
校和社会把教师简化为一个影响学生学习的
因素。广大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理想、教育理
念、教学生活，甚至薪酬收入都取决于履行
这种“因素”的程度。家长、学校、社会对
教育满意程度，与升学指标达成情况密切
相关。

长此以往，教师们会逐渐认为，学生纯
粹就是学习者，学校也只不过是个学习环
境，教师仅仅是影响学生测试成绩的一个变
量而已。

当教育仅仅是实现资格化和社会化工具
时，学生便是知识的存储器，教师只是输入
知识的存放者，学校也只是文凭的批发地。
这种存储式教育，极大地影响教师的角色、
地位甚至身份的认同，忽视了学生是一个个
鲜活的生命体、每一堂课都是与几十个独立
的生命个体交流的事实。这样的教育是一个
技术化生产的“科学”过程，甚至更像是工
厂在加工、配制某样产品，而不是在教育和
培养面向未来的有潜力的生命个体。

教育主体化开辟了未来可能性的
空间

比斯塔说，教学旨在促成学生的成熟性
主体状态，为学生打开其他可能性而让他们
存在于这个世界，并与世界共同存在。真正
的学有所得，绝不是复制已经存在的事物。
教育是和每一个孩子在一起，你永远不知道
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子。也就是说，作为教
师，是对真正不能预见的事物、学生的未来
可能性承担着责任。教育是一种创造性的活
动，是学生和新事物的相遇，与未来可能性

的相遇，教育引导学生作为独一性的存在来
到世界。

教育是一个联合的实践，是“学生—教
师”和“教师—学生”联合产生知识的过
程。作为教育工作者，不要刻意帮孩子阻断
各种挑战，无论是学业上的，还是人际交往
上的。把学生置身于世界，给孩子一个独立
成长的空间，与未来的自己相遇。让学生经
历以不同的存在方式，存在于世界，与世界
共存，这是比斯塔教育思想的精髓。教育只
不过是开辟了一种空间，学生的可能性显现
的过程，就是教育的主体化过程。

教育的实质是人的发展问题。教育需要
符合目的性、规律性。“教育”重在“育”，
是个联合学习、联合探索的过程，更是支持
变化、促进变化的过程。学生在历练中成
长，教师在工作中发展。以教育认知自己，
以教育革新自己，以教育成就自己。唯有如
此，才不会偏离以人的成长为目的的教育
本身。

（作者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
教师）

什么是面向未来的教育

给孩子独立成长空间，与未来的自己相遇
□□ 罗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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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近日印发的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 （2022年）》《研
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新版目录
中，将“美术与书法”正式列为一级学科、
可设博士学位。结合书法进入中小学课程和
中考等一系列教学变化，可见国家在教育中
越来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弘扬，鼓励更多人
学习书法。作为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学习
书法呢？

欣赏独特的艺术之美

书法是文字符号的书写法则，世界各国
都有自己的书写艺术，但是由于汉字具有融
音、形、义为一体的特性，并在空间上下左
右延展，因此中国书法同时具有视觉、意象
和音乐的美感，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图的
画、无声的乐、无形的舞”。书法又与艺术哲
学相通，同时涉及文字学、考古学、文化比
较学科等，是中华文化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所以中国书法于2009年被列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小学生学习书法，可分为书写、识
别、鉴赏三大部分内容：能通过运笔结构汉
字并进一步谋篇布局，能识别行书、草书、
隶书、篆书、楷书五种字体各自的特点，能
通过字体的线条流畅性和整体性来欣赏汉字
之美。书法是一种古老的传统，现在依然保
有活力，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书
法中包含着人文思维、民族情感、美学滋
养，提倡青少年学习书法，与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的教育目标相一致。

练字修身养性

近年来，为了鼓励书法学习，各地中
考、高考试题中都有与书法常识相关的试
题。2021 年全国新高考Ⅱ卷作文还以楷书

“人”字为素材，让学生写作文。贵阳市
2022年初中语文学业水平考试中，作文汉字
书写水平单独计5分。

写一手好字可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不
能投机取巧，需要日积月累的功夫。“合抱之
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
之行，始于足下。”练习书法的过程就体现了
这样一种精神：从基础做起，持之以恒，逐
步积累，才能有所成就。现在很多家长头疼
孩子“坐不住”，练习书法也是培养专注力的
一个好办法。

中国的书法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而是

有深厚的历史底蕴。父母要鼓励孩子在学习
的过程中感受书法里的温度，把个体的生命
放到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仰观宇宙之大”，
那就会少一些计较，多一些辽阔。

理解书法背后的思想

中国书法以笔墨纸砚为工具，并融入人
们对生活、自然的思考，书写出中国人特有
的思维方式、人格、性情。古代书法家的书
法往往是和思想融为一体的，以“天下三大
行书”为例，王羲之 《兰亭集序》、颜真卿

《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帖》本身都是

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书写形式和内容的完
美结合让他们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兰亭集序》被誉为“文而不华，质而不
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天朗气清，惠风
和畅，作者置身于“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之间，“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继而
叹人生苦短，良辰美景不常。其书法与描写
的内容珠联璧合，文思喷发，乘兴书之，如
行云流水，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旷世杰作。

《祭侄文稿》 是颜真卿在极度悲愤的情
绪下书写，并不在意字距、行距，时疏时
密，字随情绪起伏、自然流露。颜真卿写时
情绪激动，思如泉涌，手不能追，非快速行
笔不足以表达其激愤之情，一次蘸墨，疾书
数行，且无暇注意墨色的变化，虽笔中无墨
仍然继续书写。这些干枯的笔墨所蕴含的情
感力度，千年后依然震撼着后世观赏者的
心灵。

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是因文字狱被
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而作的诗，“卧闻海棠
花，泥污燕支雪。”“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
已。”单纯看诗词成就，这两首诗并非苏轼最
好的作品，但是当作者用书法表达时，那起
伏跌宕、气势奔放、酣畅丰厚的书法意象营
造出悲凉的意境，让该帖成为千古名作。

欣赏这些辉耀千古的书法，不只是模仿
技术，更要体会背后的真挚情感，理解艺术
家的魄力和胸怀。

（作者系亲子作家、金牌阅读推广人）

日前，2022年诺
贝尔化学奖揭晓。三
位获奖者中唯一一位
女性科学家卡罗琳·贝
尔托齐颇受关注。其
实 ， 早 在 100 多 年
前，居里夫人就曾荣
获诺贝尔化学奖和物
理 学 奖 。 在 科 学 史
上，居里夫妇共同从
事核科学研究，并双
双获得诺贝尔奖的故
事 也 一 直 是 一 段
佳话。

志同道合，结
为伉俪

玛丽亚·斯克沃
多夫斯卡，也就是后
来举世闻名的玛丽·
居里，于1867年出生
于波兰华沙，是波兰
裔 法 国 籍 女 物 理 学
家、放射化学家。玛
丽从小就对学习有着
强烈的兴趣。从上小
学开始，她每门功课
都考第一。1892 年，
她来到巴黎大学理学
院学习。1893年，她
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于该校物理系。第二
年，她又以第二名的
成绩毕业于该校的数
学系，并且获得了巴
黎大学数学和物理的
学士学位。

1894年，玛丽来
到李普曼教授的实验
室 ， 开 始 了 科 研 工
作。在这里，她结识
了理化学校教师、年
轻 的 物 理 学 家 皮 埃
尔·居里。

皮 埃 尔·居 里
1859年生于巴黎一个
医 生 的 家 庭 。 1880
年，他和哥哥雅克一
起发现了电解质晶体
的“正压电效应”。
1881年，他们又发现
了“逆压电效应”。
1883 年，年仅 24 岁
的皮埃尔被任命为新
成立的巴黎市理化学
校的实验室主任。

第一次见面，他
们就很快谈起共同感兴趣的科学研究问
题。由于志趣相投、相互敬慕，玛丽和
皮埃尔之间的友谊发展成爱情。1895
年，他们结为伉俪。玛丽结婚后，人们
称呼她为“居里夫人”。

亲密合作探索放射性奥秘

1896年，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发
现一种铀盐能自动放射出性质不明的射
线，引起居里夫妇的极大兴趣。

1897年，居里夫人选定“对放射性
物质的研究”作为自己研究的新方向。
为了精确测定射线的强度，居里夫人设
计了一种不仅能测出某种物质是否存在
射线，而且能测量出射线强弱的仪器。

在实验中，她发现一种沥青铀矿的
放射性强度比预计的强度大得多，她果
断地决定要通过实验证实它。在这关键
时刻，皮埃尔·居里也认识到了妻子这
个发现的重要性。他停下了自己关于结
晶体的研究，帮她改进测量仪器，一起
研究这种新元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
他们从矿石中分离出了一种同铋混合在
一起的物质，它的放射性强度远远超过
铀 。 后 来 ， 居 里 夫 人 将 它 命 名 为

“钋”。几个月后，他们又发现了另一种
新元素——“镭”。

为了提高研究工作效率，由居里
研究镭的特性，居里夫人则继续提炼
纯镭盐。但是他们没有钱买提炼纯镭
矿石，就四处求援，争取到了奥地利
政府提供的铀矿残渣；没有真正的实验
室，他们在理化学校借到夏天燥热得像
烤炉、冬天冻得结冰的破漏棚屋。在这
样的环境中，他们奋斗了4年。终于在
1902年，从7吨沥青铀矿的残渣中提炼
出0.12克的纯净的氯化镭，并测得镭的
原子量为225。

1903年，皮埃尔·居里夫妇和亨利·贝
克勒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强忍悲痛，再攀科学高峰

居里夫妇亲密合作的研究持续了 8
年。1906年4月19日，皮埃尔在参加一
次科学家聚会后，步行回家时，被一辆
奔驰的载货马车撞倒身亡。

居里去世后，玛丽强忍悲痛，继续
进行放射性元素化学特性的研究。1907
年，在助手的帮助下，她成功地制备了
金属镭，并再一次精确地测定了镭元素
的原子量，确定了镭、铀镭系以及铀镭
系中许多元素的放射性半衰期，研究了
镭的放射化学性质。在这些研究基础
上，玛丽又按照门捷列夫周期律整理了
这些放射性元素的蜕变转化关系。1911
年，她荣获了诺贝尔化学奖。

与此同时，因为对科学事业的热
爱，也为实现皮埃尔的遗愿，玛丽勇敢
地接替了他生前的教职，成为法国巴黎
大学的第一位女教授。为了把放射学这
门课教得更好，她建设了一个专业实验
室，让更多的青年科学家在这里成长。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所研
究员）

手 中 握 笔 传 薪 火 笔 下 有 情 书 胸 襟
□□ 李峥嵘

丹麦能源博物馆坐落于丹麦比耶灵布罗
市，依托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水力发电站扩
建而成，该水力发电站被改造成了博物馆的
展厅，目前仍在正常运转，可为整个丹麦提
供约25%的电力供给。这种将科技历史遗迹
与展示教育功能紧密结合的博物馆建设模
式，让公众穿越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受科技
的厚重魅力。

丹麦的环境科普教育理念一直走在世界
前列。能源博物馆由丹麦政府授权创建，
1985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以新能源利用为
主题，教育引导当地公众形成可持续发展的
生活理念。博物馆占地面积5万平方米，设
置展馆区、观众服务区、户外设施体验区、
主题森林公园等多个活动区域，每年接待观
众约4万人次。

别出心裁，由多个独立展馆构成

能源博物馆的展馆区设计别具一格，它
打破了传统博物馆单体建筑的设计模式，由
多个不同主题的独立展馆构成，包括电力能
源馆、水力发电能源馆、风力发电馆、高压
电展示馆、“停电”主题馆、“历史科学中
心”主题馆等六大常设展馆和一个室外互动
展示区。

其中，电力能源馆面积最大，设有三层
展厅，分别展示了不同历史时期使用的发电

设备、居民电表、家用电器等历史藏品，展
开了一幅丹麦电力应用、电厂发展的百年历
史画卷，观众穿越在极具年代感和历史感的
实物藏品和场景中，能够真切感受到科技发
展带来生活的便利；水力发电能源馆就是水
电站的核心机房，在这里能看到运转了百年
还在正常工作的发电机，它发出震耳的轰鸣
声，带给人极大的震撼。

巧妙设计，打造沉浸式体验

能源博物馆的六大常设展馆中，两个特
色主题展馆的设计尤为精巧。“停电”主题馆
展示了连续停电48小时后的社会生活场景，
观众可以体验停电灾害发生时的各种情景：
地铁中断、电梯停滞、供水紧张，以及电话
和支付系统停止运作等，用触目惊心的案例
引起公众对能源问题的重视，养成节约能源
的意识。

“历史科学中心”主题馆复原了历史上电
磁学领域的重大科学实验过程和实验装置，
观众可以在这里了解从1600年到1900年电力
领域的各种各样的发现和发明，从意大利生
理学家伽伐尼的蛙腿反射实验到伏打电堆原
型实验装置，从摩擦起电装置到电磁感应再
到发电机的原型装置，大多数展品外观朴
素，展示方式简单，却原汁原味地体现了科
技发展的真实状态，生动展示了电气技术发
展的漫长历史和科学家的艰辛探索过程，给
人以心灵的触动。

因人施教，量身定制教育活动

依托室外互动展品开发的教育活动，
也是能源博物馆一大亮点。它在开阔的室

外空间，布设了大量太阳能、风能等互动
性强的科技展品，观众在这里能看到长达
20 多米的风车扇叶，真实感受一架风车运
转所带来的电能输出；能看到集展示功能
和实用功能于一体的各种新型太阳能电池
板，它们同时也是博物馆的实际供电设备
装置。

教育活动就围绕这些展品开展，有针对
学生的研学项目，如结合校内课程的科学
课；有针对公众的工作室，如亲子探究活
动；有针对老人的主题活动，如节能技巧
等，均为特定人群量身定制，满足全年龄段
人群的不同需求。目前基本形成了每天都有

常规教育活动、每月一次亲子主题活动、每
季度一次大型公众科技活动，以及淡季或公
众数量不多的平日针对情侣等特定人群的主
题活动的博物馆教育体系。

丹麦能源博物馆是欧洲博物馆建设的典
型代表，非常重视对科技历史遗迹的多元化
利用，重视对历史文物和藏品的收集、保护
利用和教育展示。通过特色鲜明、独树一帜
的策展视角，他们将当地历史、文化、社会
与科技发展相结合，突出本地特色，体现出
独特的办馆风格和发展理念，也为我国专题
科技场馆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作者系中国科技馆资源管理部副主任）

丹麦能源博物馆：让科技历史遗迹焕发新生命
□□ 龙金晶

左图为水利发电能源馆里的发电机组，右图为电力能源馆的外观。 龙金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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