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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

“内在的智慧”
■闫杰

今年是《开学第一课》走过的
第三个年头。
《开学第一课》以怎样的形式

开讲？讲什么内容？这是一个有趣
的话题。

一个最显著的变化是，《开学
第一课》由前两年安排在9月1日
晚上播出，改为今年的9月1日上
午播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时间调
整，背后也有理念的变化。

实际上，今年的节目还没播
出，争议已经暗流涌动。

今年《开学第一课》邀请的嘉
宾中，包括备受争议的章子怡、余
秋雨等。该不该让章子怡们为2亿
多中小学生讲第一课呢？有人认为
不妥，我倒觉得这是一次可贵的进
步，至少面对多元价值时代的孩
子，主办方不再一味追求简单而可
疑的感动。
2009年9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

马在弗吉尼亚州威克菲尔德高中的
篮球馆里给学生上了“第一课”，而
在校门外，反对者们冒雨举着标语，
对奥巴马表示抗议。标语牌上写着：
“总统先生，请与我们的孩子保持距
离。”一些学区以内容可能涉及政治
为由，未向学生播放这场演讲；一些
学区允许学校或者教师自行决定是
否收看。
美国家长的反应也许有点过度

了，但在中国教育目前面临的困境
下，作为家长、老师和教育主管部门，
是该重新反思一下教育的使命了。

不同的人对教育或许有不同
的理解，但教育的两大基本使命应
该是无异议的，这两大使命，一是
教导学生学会好好生活，活出充实
幸福的人生，二是教导学生学会好
好活在一起，共同建设公正社会。
前者可称之为价值教育，后者可称
之为公民教育。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到大

学，长期以来都将公民教育、价值教
育等同于思想教育，而无论多好的观
念和理论，一旦强行灌输，就成了教
条，难免阻碍学生心灵的自由发展。
《开学第一课》尝试用更活泼

的形式，借青少年喜爱的偶像之口，
把正义、平等、环保、慈善等理念传
达给孩子们，相较于传统的思想教
育课，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早在1940年，社会学家潘光旦

就在《宣传不是教育》一文中说：真
正的教育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
是必须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内
在的智慧”。每一个人都有使用这种
智慧应付环境、解决问题的能力。

教育是一个持久、缓慢的过
程，寄望于在365天中的一天完成
教育的使命是不现实的。尊重每一
个孩子“内在的智慧”，让孩子们在
一个公正的社会里自由地成长，才
是家长、老师、媒体以及教育主管
部门应该做的。

悠扬的苏格兰风笛响起，学
生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异口同声：
“传统、荣誉、纪律、卓越”。

这是威尔顿预备学院的开
学仪式，向来如此。

但当天接下来的第一节英
文课，学生们却闻所未闻。老师
基汀把他们叫到校史楼里，聆听
死亡的声音，反思生的意义：“大
好春光在此时。”

他让学生撕掉了教科书中
关于诗歌赏析的长篇序言，他鼓
励学生去自由思想。于是，在校
园里，学生划船、击剑、写诗……

电影《死亡诗社》中，罗宾·
威廉斯扮演基汀老师，他如此让
每一个学生都意识到自己是独
一无二的。

从入学第一课起，学生的成
长轨迹就因基汀而改变。

这是一部电影，但并非跟现
实无关。

现在，开学第一课也被中国
的学校重视，基汀式的人生导师
或许并不存在，但教育者们都会
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告诉学生一
种价值或观念，借以塑造孩子们
的人格。

“最牛第一课”

这已是教育部连续三年发
文要求全国中小学生收看《开学
第一课》

“最牛第一课”，这是网友对

《开学第一课》的称呼。
新学期开学，学校举行入学

仪式以显庄重。《杭州日报》报道，
杭州市朝晖中学新生开学典礼在
杭州孔庙举行，500多名新生身穿
汉服，在祭孔专用的雅乐伴奏中，
参加诵读论语、行礼等活动。

又据《辽沈晚报》报道，鞍山
市湖南小学安排“四好少年”拉
着 105名新生走过红地毯，寓意
让这些新生也争做下一个“四好
少年”。

学校们都在力图制造一堂
别出心裁的开学第一课。成都商
报记者采访发现，许多学校的老
师为了寻找开学典礼的新创意
而绞尽脑汁，开学典礼也日渐功
利化，甚至演变为学校之间体现
办学能力的 PK大赛。

不管是来自媒体，还是来自
网络，对于形形色色的开学仪
式，人们总是审慎地质疑它是否
流于形式，偏离了教育的本质。

不过，济南市几所小学的负
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无论如
何，开学都必须要有个仪式，不
只是因为学校重视，更因为孩子
要上学了，进入到人生一个新的
阶段，应该通过仪式给他们留下
深刻的印象。

2010年8月24日，教育部办
公厅就下发通知，要求全国各地
中小学校于9月1日上午9：00—
10：30集中组织学生收看中央电
视台第一套节目首播的《开学第
一课》，将其“作为开学教育活动

重要组成部分，高度重视”，而
“因故无法于此时段组织收看
的，可随后及时组织收看节目重
播或录像。”

这已是教育部连续三年发
文要求全国中小学生收看《开学
第一课》。

2008 年，教育部和中央电
视台开始联合录制《开学第一
课》，同时下文要求全国中小学
生和家长一起于 9 月 1 日晚收
看主题为“知识守护生命”的《开
学第一课》，并要在当日白天收
看中国教育电视台的《圆梦
2008》。
2009年，教育部发文要全国

中小学生和家长按时收看以“我
爱你中国”为题的《开学第一
课》，并撰写观后感，另外还要观
看专题片《走进新中国》。

这一次，主题为“我的梦，中
国梦”的《开学第一课》播出时间
由原来的晚间改到了上午，首播
频道也由 C C T V - 2 换成了
CCTV-1。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
副司长王定华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这档节目一直为广大学生
所欢迎。”

三年来，每年都有 2 .2亿中
小学生要收看《开学第一课》，其
收视率一度达到了 1 . 49%，创
下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别节
目收视新高，是除《春节联欢晚
会》外少有的收视效果。

拥有如此庞大的收视群体，
《开学第一课》遂被称为“史上最

牛的一堂课”，连续 3 年参与主
创策划的央视一套节目部副主
任许文广对此毫不讳言，甚至希
望能一直办足 10年。
“史上最牛”还在于节目的

录制地点两次都选在了八达岭
长城脚下，更“牛”的是，节目集
合了学术、演艺、体育、商业界诸
多“牛人”，群星璀璨。

已录制的三期节目里，强大
的“老师”阵容包括袁隆平、彭丽
媛、杨利伟、邓亚萍、李连杰、于
丹、俞敏洪、马云、章子怡、李宇
春、国家举重队、姚明领衔的中
国男篮队员、试飞英雄李中华、国
旗护卫队、陈国坤、S.H.E、韩庚、
房祖名、宋祖英等；此外，还有人
气童星林妙可、徐娇、蒋依依、关
晓彤、林浩等人客串主持。

他们发表演说，进行游戏互
动，或者讲述三两个普通人坚忍
的励志故事，镜头时不时切换到
泪流满面的现场观众。
“利用电视媒体生动活泼的

画面，深入浅出的内容，并且邀
请一些孩子们比较熟悉或者敬
仰的人物，发挥榜样示范作用，
这有利于增加教育的感染力。”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
定华说，“(学生)在活动中受到
陶冶，在娱乐中受到教育，这是
一种很重要的形式。”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以空
前强大的阵容，在开学第一天，
准备为每个中小学生制造“我的
梦，中国梦”。 (下转B02版)

“开学第一课”的
梦想与现实

本报记者 龚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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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终究不是一台普通的文艺晚会，所有
的形式最后都是为了要“告诉孩子们，我们
要坚守的价值”。
“德 育 的形 式 多种 多 样，靠《开学 第一

课》不能解决所有的诉求。”教育部基础教育
一司副司长王定华说，“对这个节目评价要
高，但不宜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