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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范式也应进入“革命”时期 
 

美国堪萨斯大学教授  赵勇  北京师范大学高精尖创新中心  高思  整理 
 

 
    改变教育:发挥人的独特性和价值 
    人和机器最大的不同便是人的独特性、独立性。传统教育需要整齐的分布,给孩子取长补短。
实际上这种教育方法培养出来的是机器,如果真能够预测什么是孩子成功的标准,知道什么能让所
有人成功,那么就可以培养出机器。但是,人与机器不一样,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教育,让每个人能够充
分发挥自己的长处。今后,人越独特,越不可复制,就越有价值。 
    独特性的价值在哪里呢?如果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那么,这扇窗是怎么开的?这
就在于技术的演变。现在技术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和进步。技术越发达,人类的生产力就会进一步
提高,就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劳作。正如发达国家进入工业化之后,人们逐渐有了更多的闲暇时
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其基本概念是正确的。农耕社会和早期工业社会主要是满足胜存的需求,
之后满足更高的需求,例如情感、自我意识、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而这些需求所消费的产品是
不一样的。我称之为人的心理需求。心理需求最大的特点是个性化。个性化的需求就需要个性化

的产品。如果能够做出个性化的产品,不管是人还是企业就能产生很大的改变。总之,现在社会发
达,人们的需求已经发生了改变。因此,孩子也要个生化,能够有创造力。后天的教育给每个人营造
了独特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变得独特。而传统教育往往不容许独特,家长也不让独特。 
    思想的转变:从就业到创业 
    孩子独特了,新的社会景观就会出现。而这需要转变人们的思想,即从就业到创业的转变。现
在的技术给我们带来很多自我创造工作的机会,而传统教育往往让孩子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其实在
美国,大约 50%的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真正愿意创业的不到 5%。对于很多人来说,缺乏这样一种
理念和想法:你学这么多,全世界有多少创业机会,你为什么就不想为别人创造机会,总是在想谁给
你创造机会? 
    所谓找工作,就是从就业到创业的改变。这样就不可能找不到工作,当然必须要用自己独特的
知识和独特的能力去为别人创造价值,这就是创业。当然,这也会有很大的风险,要为别人创造价值,
自己就必须独特,如果不独特很快就会被取代。我特别支持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双创"(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许多大学生创业失败了,就是因为没有创新性。这些创业者都是走简单模仿的道路,没有
逼着自己去创新。因此,有了创业还必须有创新,这样才能走得更远。 
    就创新精神而言,人们往往认为是需要培养的。这是传统教育的思路,即凡事都得教,教你去创
新。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认为,创造力是天生的,每个人其实都有创造力,创造是所有学习能力的基
础。但很多教育是在减少甚至扼杀创造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创造力的效率很低,创造力就是瞎想。
有研究表明,在美国,98%的 5岁孩子创造力可以达到天才级的水平。孩子从 4年级开始是创造力下
滑的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变成"好学生"了,按时交作业,作业很工整,上课不讲话,听老师的话。对学
生作出很多要求,往往并不鼓励有创造力。 
    重新假设:"天生我材必有用" 
    其实中国和美国的教育在本质上设有差别,如果要找不同之处的话,那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
孩子"教"得少,甚至从小不"教",而中国孩子"教"得越多就越不好奇。研究表明,10岁的时候只有 32%
的人维持创新的能力,15 岁有 10%的人维持创新的能力。现在很多中国家长羡慕美国教育,觉得美
国教育培养学生创造力。其实并非如此,美国在培养创造力方面教得不比中国好,只是没有遏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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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不要认为我们在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其实创造力是他们天生具有的能
力。 
    前面讲的独特性、创业精神、创新能力,要怎么培养呢?传统的教育范式就是就业教育,先预测
今后生活和工作需要什么能力,而且假定所有人都需要这种能力,假定所有人都学会了这种能力,假
定每个人都有机会学习这种东西。简单地说就是描述今后需要具备的能力,每个人学习同样的东西,
一起往前走。这种教育范式是上一次工业革命所需要的。 
    现在我们不需要这样的教育了,而是需要重新假设:孩子"天生我材必有用"。不是说要教什么,
而是要帮助孩子发展什么,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意味着不是假定孩子缺什么,而是看孩子有什
么。这样,我们就把教育看作是创造机会的机会。所谓的课程和学习应该跟着学生走,而不应该跟
着别人描绘的东西走。这一点事实上是许多人很难接受的,因为传统教育假定人必须具备基础知
识、基本技能。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到,按照当前的信息技术,所谓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大多能够
通过各种渠道学到。只要学生有兴趣做一件事情,想学的东西都能学到。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就
是让孩子充分发挥,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 
    教育环境的三个维度 
    在传统教育中,感兴趣是一件很难实现的事情。我在《就业?创业?》一书中曾讲到两个问题。
一是今后学什么的问题,要靠学生驱动,以学生为主体,帮助学生个性化;二是学生的自主权,在想学
什么、谁来教等方面,学生有没有发言权。在墨尔本,有一所中学成为教育创新典范。这所学校换
了一位新校长,新校长接管学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学生:"你们想学什么,你们想在学校里干什么。
"很多学生说想玩游戏、养动物,校长说这没问题。他们就开始做这个事,开游戏课,买动物,建动物馆,
让孩子们玩这些。在这个学校里,只要学生提出的要求不干扰别人,学校都答应。学生有自己的追
求,而且自己管理自己。这个学校已经从最初的两百多人发展到现在的近千人。 
    教育环境有三个维度。第一,社会维度,指的是社会环境规则。现在孩子在规则制定上究竟有
没有发言权?有多少发言权?英国的夏山学校,学生可以制定规则,每周开会讨论法规。他们既是立法
人,也是执法人。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规则没有发言权,只是被动遵守的话,他第一件
事想干什么?那就是破坏规则。很多学校的学生就是如此。美国很多高中的毕业典礼都是老师在
筹备,学生就想办法破坏它。后来我建议学生自己组织毕业典礼,结果学生们还怕老师破坏他们的
筹备。第二,智力环境,包括教师、课程等在内的学习资源。学生对选什么样的老师,开什么样的课
程,买什么样的图书有没有发言权?有的学校每年期末有一个"金点子计划",学生可以提很多的建议,
经过学生投票通过之后,学校必须执行。比如,学生要求上哪门课,经过学生投票同意后学校就得开
课。第三,物理环境,比如学校的花园、电脑等。从教育信息技术研究的角度,我特别反对"一刀切",
比如一对一电脑、一对一 ipad 等。这些需要一对一吗?一对一未必有好处。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在学校生态方面,有没有学生可以自己改造的地方,能不能从大数据得出个人可操控的结果。华竟
现在信息技术最大的功能,就是个人可以自己操控,定制自己的环境。 
    综上所述,在新的教育范式中,第一,学生要有声音,能够作主;第二,学生要有选择性。美国早期
的教育有一点值得重视,即学生有很多浅尝辄止的东西,潜在机会很多。未来的教育有很多的资源,
不应局限于课堂。图书馆、博物馆、艺术馆等都是非常重要的积累,可以开阔眼界。 
    教育范式的演变 
    教育的演变对于教师而言,一定要从单纯的"教"转变为支持学生个性化。否则教师将面临失业
问题,因为仅仅传授知识将面临与机器的竞争。评判教师的两大传统标准,一是掌握了多少知识,现
在信息网络如此发达,教师的知识量比不过它。二是教,即传授知识,现在优质的网络资源十分丰富,
学生随时可以看到微课等。在掌握知识和传授知识这两方面,机器基本上可以替代人。这时,教师
要转变,转为职业咨询师、项目咨询师、心理咨询师的角色。这实际上是教学法的转变。很多时候
是教师教得太多、太急,学生学得太少。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退后,让学生主动。为此,我提
出以作品为导向的教育,它有三个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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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学生每做一件事情,必须要完成一个作品。作品可以是一首诗歌、一个产品、一项服务
等,但它必须是真实的,学生要解决一个真正的问题。就如前面讲到的独特性,怎么在别人身上找到
价值,就是创业的基础。举个例子,有个教育项目,有两百多个学校的学生参加,有做肥皂的,有做机器
人的,等等。关键的一点是,要求学生所做的作品不是用来玩的,必须有人买,作品做出来是用于解决
别人的问题的。当学生从小就学会解决别人的问题、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也就是在用自己的能力来
创新。可见,所谓的真实性就是学生要学会发现问题。教育所要培养学生的正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现在学生心理健康的问题越来越显著,有些学生压抑、抑郁。什么原因导致学生产生这么多的
心理问题呢?今天,绝大部分孩子与社会脱离了,在学校里没有找到自己的价值。我们的教育要让孩
子从小明白怎样做是对周围的人有价值的,并且可以随时随地发现自己的价值所在。不要让孩子陷
入顾影自怜的境地,整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定要融入社会、解决问题。 
    第二,学生作品不仅要有真实性,而且必须有高质量。现在的孩子往往从小没有养成一个追求
卓越的习惯。真正的高要求是促使学生在学习上反复提炼、不断进步。在很多教育中,往往只给学
生判断的机会,他们并没有修改的机会。就像学生交作业,拿到 A或一百分就结束了。实际上,这样
做是没有教育意义的。要让学生并且帮助其不断去修正,争取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可以改进。在教学
过程中,教师不只是教,而要不断地告诉学生怎么提高。比如学生做肥皂的例子,学生的肥皂怎么卖?
凭什么卖出去?这就需要学生在创新的路上往前走,不断改变肥皂的形状等,进行个性化设计,为家
庭定制专门的肥皂设计。 
    第三,在创造作品的过程中,一定要以学生的优势为基础,让每个学生发现自己的弱项和别人的
强项,这是合作学习的基础。传统的合作学习没有达到这一点,往往勤快、聪明的孩子做得多,懒的
孩子就不做了,这样就会产生许多矛盾。其问题就在于学生们不是互补。真正的合作是互补,拿出
自己的强项,并找出自己的弱项,并把它外包给别人,自己则把强项拿出来。比如在设计项目作品的
时候,参与者中有的喜欢写作,有的喜欢实验,有的喜欢数学,那就给每个学生发挥强项展示优势的
机会。 
    教育本身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当今社会已经进人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人工智能和物联
网技术出现,机器取代了很多职业,人类社会进入了变革的时期,所以,教育也应进入"革命"时期。如
果我们不革命,只能越来越衰退。我们应该看到希望,学校正在演变,尤其是一部分学校已经改变。 
    演讲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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