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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科学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它致力
于促进对学习的科学、人文和批判性理论理
解，并参与学习创新的设计和实施，以及教
学方法的改进。学习科学从教育心理学发
端，之后逐步有其他心理学学科介入，如信
息加工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
以及超越心理科学范畴的相关学科，神经科
学、脑科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
智能等。

《国际学习科学手册》是全球学习科学
家社群继《剑桥学习科学手册》之后的又
一部巨作。来自四大洲17个国家的100多
位杰出学者，向我们全景式奉献了多视
角、多场景和多学科的学习科学最新研究
成就，不仅系统介绍了学习科学研究的过
去和现在，也对学习科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指明了方向。

除第一章外，本书共分了三大部分共
50章。第一部分系统介绍了学习科学的历
史基础和理论取向；第二部分重点围绕着学

习环境的设计、研究和评估而展开，集中展
示了全球学习科学家在技术支持的学习环境
研究中取得的最新成就；第三部分围绕着学
习的科学和技术的研究、评价、学习的分析
方法等问题展开，为读者呈现了学习研究的

不同范式、路径和取向。
从这本书中，我们不难看出国际学习科学

的一些共同特征：
1.多学科、跨学科融合聚焦研究人类学习

与学习行为；2.学习科学超越了传统的实验心
理学和教育心理学对学习一般原理进行探索的
老路，关注重要概念，并以不只是通过典型测
试衡量的方式寻找学习证据，在研究的思路、
方式和方法上也呈现出多元多样的特征；3.设
计创新的学习活动、学习环境以及学习评估方
法；4.突出技术在学习中的作用，通常考虑到
学习和创造性地使用技术的社会协作观点；5.
研究学习活动系统，不仅仅是一个组成部分，
或者说，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研究学习和学习的
相关元素，整合了材料、技术、支持、教师专
业发展、评估、领导参与，以及改变教学和学
习所需的其他要素；6.打通了传统科学和技术
的藩篱，在技术无处不在的时代，学习科学与
学习技术相向而行；7.以研究作为实施的一部
分来迎接挑战，力求对学习进行大规模干预和

改进。
今天的学校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

日益复杂的社会、全面的以技术为基础的经
济、包括人工智能技术在内的技术演变，以及
飞速发展的时代，学校不得不对历史上最多样
化的学生群体进行教育，以达到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高的学术标准。

在这样的背景下，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
个人，都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关注学习，
尤其是高效数字化学习。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
是终身学习者，持续不断地更新自己。作为教
师，只有研究学习，才能胜任工作。从事终身
学习的教育工作者为学生树立了榜样，这反过
来又鼓励学生发展成为终身学习者。作为教
师，我们尤其要率先垂范，做数字时代的终身
学习者。

然而，到底应该怎样学习？学习究竟是怎
么发生的？学习的机制和秘籍究竟是什么？如
何干预学生的学习，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这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面临的共同课题。

《国际学习科学手册》为适应教育数字化
转型大背景下，全球各界各类学校走向技术丰
富环境，在多元时空中，通过弹性混合教学实
践，在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中，促进学生高效
学习提供了重要参考。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学习”的学问
焦建利

从初登讲台到如今，我坚守教育一线三
十载，对教育有着特殊的情感，同时对教育
现状也有诸多担忧，一直在苦苦思考其原因
并寻找解决之道。近日拜读《教育者的心灵
诗学》一书，让我有一种豁然开朗之感，让
我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智慧的启迪、思想的
解放。这是一本对迷茫教育者的“解救”之
书，值得深读。

教育如同一条长河，大浪淘沙，沉淀下
来的是爱与责任。在这里，生命之树茁壮成
长，生命之花迎风绽放，教育者与求教育者
共同经历成长。教育是什么？教育是哲学，
是诗篇，是精神，是行为，是生命，是对
话，是尊重，是科学，是艺术，是博爱，是
努力……本书提醒教师要不断追问教育的本
质，促进求教育者心灵的变革。我由此深深
觉得教育的真谛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热爱，其
意义在于把人的本质引申出来，引申出一个
超越自己而站立起来的人，赋予人更多的内
涵，使人获得尽可能全面且自由的发展，使

人生活得更美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
在人生旅途中，无论是教育者还是求教

育者，其实都处在“追求自己心灵的完善”
的过程之中。正如一片树叶，只有不断地吸
收养分才能成长，一旦拒绝成长，必然走向

枯黄和死亡。“没有完善的心灵，只有心灵自
我变革的过程。”“只有那些自觉地提升自己心
灵的人，才是教化人的心灵的教师，即那些不
断寻求向着美善而变革自身心灵的人才能被称
作真正的教师。”这就意味着，真正的教师不
仅仅是把某些技能、知识以某种方式传达给求
教育者，他们是以自己的心灵与求教育者的心
灵交流的人。不但教育者必须懂得心灵变革的
智慧，而且要把教育者和求教育者作为心灵的
拥有者。

“教育智慧的获得在于追求智慧或真理。”
教育者必须热爱真理，但真理不是站在那里等
着召唤，真理只出现在不断实践与追求的路
上。在路上，追求有尊严的生存，追求人生价
值的体现。作为教育者的真实的幸福，从来不
讲形式、不讲排场、不讲热闹，教育者只有以
如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才能成就使
求教育者获得真善美的事业。

本书批判了那种“倾向于以专业化的技术
和野蛮的方式让学生的心灵朝某些特定的方向

发展”的教育机构的文化，强调了教育机构精
神文化气质的重要性。这让我颇有同感。在多
年的教育实践中，我走进过不同的学校，总能
感受到每一所学校的文化，感受到不同的精神
力量与人文内涵。学校文化反映着一所学校的
办学传统和特色，是凝聚人心的有效载体，浸
润着学校里每一位教师和每一个学生，使人精
神振奋、积极向上。学校文化能形成一种强烈
的感人氛围，产生一种巨大的渗透力和约束
力，使人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产生感情上的
共鸣和同化，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实现自
我发展。

读这本书，我深深体会到，教育一定要回
归“育人”本身，在这个意义上，教育不是分
数而是幸福，不是训练而是创新，不是约束而
是唤醒。通过技能的掌握、智慧的增长、德行
的完善，让人在活动中达到自由的境界，从而
获得愉快的幸福感受，这是教育价值的体现。
好的教育，是在不知不觉中，好像没有发生，
却实实在在影响着人的灵魂。

读完这本书，虽然还有很多地方不甚理解，但
是又有很多思想直抵心灵，唤醒了我积淀在内心的
热情，解答了我教育实践中的困惑，为我指明了前
进的方向。“教育者的心灵诗学”，是一种坚持、一
种态度、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北京市昌平区天通苑小学校长）

迷茫教育者的“解救”之书
赵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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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何为？“承认我们人类所有的复杂
性，充分理解他者和我们之间的相似性和差
异性，学会面对未来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性，
建立地球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这是埃德
加·莫兰在《教育为人生》首页的题语。真
理常常以最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现，法国思想
大师、复杂性哲学的创始人莫兰先生这本关
于教育的小书就是如此，读来让人欲罢不
能。

在书中，莫兰先生淋漓尽致地剖析了当
前各类教育危机。这些危机映射在现实中所
表现出来的问题非常容易激发一线教师的共
鸣。比如我们关注学生们每一科的成绩，关
注他们学到了什么，学的水平如何，但往往
却忽视了学科知识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忽略
了学习中的情感因素，从而导致学生对学习
内容产生疏离感，常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忘记了学习的目标和乐趣。而当他们真正面
对现实生活中的重重问题时，却可能无所适
从，甚至产生负面情绪。今天，自然科学与

人文学科分离，互相不踏入彼此的家门。
“自然科学虽然了解客体，却忽视认识主
体，缺乏对科学不可控的未来的反思”，从
疫情到核泄漏，从校园暴力到区域战争，这
是一场多维度的危机。

如何化解危机呢？莫兰先生在书中从复杂
性哲学出发，号召来一场思想的革命。我们要
告诉孩子，如何系统地、辩证地、全息地思
考，如何学会面对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挑战，
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莫兰先生在书中还大声疾呼：理解！“没
有理解，就没有真正的文明”“互不理解不仅
危害我们的私生活，还让整个世界为之承受痛
苦”“理解教育就是教育的重要使命”。我真的
不能更赞同了！我们教育中很多的师生疏离、
亲子冲突、家校冲突，都是由不能达成理解与
共识造成的。我尝试探索通过“对话”解决教
育问题，教育就是引导学生不断与自然、社会
和自我对话，以建构新的认知的过程。我感觉
莫兰先生阐释的“理解”的概念、路径恰恰为
我的想法提供了理论支持。教育中发生的问
题，就是源于师生之间缺乏自我认知，缺乏对
话，而导致相互不理解。正如莫兰先生所说
的，“让新一代能够普遍理解他人，并承认他
人既是自己的同类又与自己相异”，才可能弱

化或化解冲突。我一直把对话作为一种人生态
度和工作信仰，我相信“基于平等、经由沟
通、达于理解、形成共识”的对话可以使人放
弃成见，趋向共识，还能激发创意，创生新
质，产生神奇的力量。

当然，所有改革的终点都将指向美好的人
生。在莫兰先生批评西方将物质生活等同于美
好生活，消费主义和金钱的权力损害了人的智
慧，个人主义驱逐集体主义，偏执和阴谋论取
代理性和批判的时候，我们又何尝不需要反
思。美国学者丹尼尔·扬克洛维奇说，当今的
美国社会，所有人都被套牢在自己的社群、更
大的座驾、更小的家庭、专业的藩篱以及孤独
的自我里，我们已经渐渐远离他人且越来越孤
立，越来越不团结，无法融合在一起。我们的
教育需要从分科走向跨学科，我们的世界需要
从分裂走向和平，我们的生活需要从隔绝走向
融合，我们的观念需要从单向度走向融合。融
合的最高形式就是爱，就是接纳，莫兰先生以
人本主义的立场在书的结尾，寄希望于“爱的
再生”，他将西方的Eros（古希腊语：爱）与
儒家的仁爱联结，化成变革的钥匙。

愿我们通过本书开启更多的对话，共执教
育变革的宣言，携手前行在通向美好人生的大
路上。

（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在不确定的世界找寻教育的确定性
李百艳

46.《琴声飞过旷野》
徐贵祥/著 明天出版社
47.《全国名班主任风采录》
陶继新/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48.《三江源的扎西德勒》
杨志军/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49.《“三研究”，幼儿园园本教研新图景》
李晓静 曾伟杰/编著 北京出版社
50.《散文中的北京》
张莉/主编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51.《“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丛书》
王枬 李政涛/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52.《时常有风吹过我心头》
孙犁/著 卫建民/编 中央编译出版社
53.《时间熊，镜子虎和看不见的小猫》
范晔/著 顾湘/绘 上海人民出版社
54.《素养时代的教师专业成长》
汪瑞林/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5.《天宫筑梦》
庞之浩/主编 王燕/文/图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
56.《图说鲸类百科》
［美］安娜丽莎·贝尔塔/著
李松海 薛天飞/译
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
57.《推开幸福教育之门》
高峰/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8.《伟大的小心灵：和孩子们聊聊哲学思辨》
［美］玛丽埃塔·麦卡蒂/著 凌春秀/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9.《为了更好的教育》
李镇西/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60.《温和而坚定的教养：激发孩子的学习活力》
罗敏畅/著 化学工业出版社
61.《文明的比较》
[英]艾伦·麦克法兰/著 荀晓雅/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62. 《文学的个人史——鲁迅传述和〈朝花夕
拾〉》
吴俊/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3.《我的百科人生》
吴良镛/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64.《向山而行》
杨筱艳/著 中国和平出版社
65.《小孩童大观念：基于绘本的儿童哲学教育》
[美]托马斯·E.沃顿伯格/著 柯婷 韦彩云/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66.《小石匠：云冈的故事》
郑岩/著 李星明/绘 海豚出版社
67.《校长的超越》
童喜喜/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68.《新方案·新课标·新征程：〈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研读》
吴刚平 安桂清 周文叶/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9.《许倬云十日谈》
许倬云/讲授 冯俊文/整理 广东人民出版社
70.《学科作业体系设计指引》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义务教育高质量基础性作业
体系建设项目组/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71.《学习的进化》
倪闽景/著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72.《学习理论的日常教学应用》
[英]卡萝尔·汤普森 莉迪娅·斯彭斯利/著
郭晓娜/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73.《雪豹梅朵》
刘炎林/文 李赞谦/图
贵州人民出版社
74.《养育的觉醒》
张贵勇/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75.《一代文宗欧阳修十讲》
洪本健/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76.《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案例式解
读丛书》
李铁安 杨九诠/总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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