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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英语教育，我们的教育正进入功利
主义的怪圈，而且已经成了一个社会性问题。
最突出的，是很多家长抱有“起跑线理论”，认
为不应该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么既然有
起跑线，就应该有一个终点。终点是什么？是
升官发财、出国、上名牌大学，不是奋斗，不是
人生的自我完善。

我并不责怪家长。中国目前的优质教育资
源依旧紧缺，上好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
会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不公问题也很突出，人
们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这种想法很正
常。尤其是来自农村的家长，对于孩子的教育
投资已经倾尽全力，就是为了改变底层地位。

但是教育的目标与政策，却不能迎合功
利主义。

现在很多家长逼着孩子去上课外的英语
班、各种培训班，花很多钱去学唱歌跳舞，培
养所谓特长。为什么呢？按照教育部的规定，
小学英语是不应当考试的，但是有小升初的
问题，很多学校进行各种考试，有各种各样的

“占坑班”，还要考英语，而且是成人学的英语
课程。家长总想让孩子进好学校，就逼着孩子
去课外学，或者培养其他特长。

但是，家长没有想过，如果遵循着功利主
义的教育思想，孩子没有兴趣而硬要孩子去
学英语，实际上是害了孩子。你想“不输在起
跑线上”，实际已经输了。我并不反对校外的
各种英语班，确实有好的英语班。但是，让孩
子去上课外班的前提只有一个，就是他喜欢
学英语，爱学英语。孩子的学习要从兴趣出
发。只要他有兴趣，给他学，那就是好事。

（作者：陈琳，转自《三联生活周刊》，有删
节)

抵制英语教学

的功利主义

根据《当代中国少年儿童发展
状况调查》的数据显示，在被问到

“心情不好时，谁最能理解、安慰
你”时，仅有10%的少年儿童选择了
父亲，排在第四位。在被问到“空闲
时间，你和谁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时，仅有6 . 9%的少年儿童选择了父
亲，排在第五位。从这样的数据就
能看出，无论在情感、陪伴、尊重、
亲密还是在问题解决方面，母亲扮
演的角色远远大于父亲。

目前，我国父教缺失的现象非
常严重。“北上广”及许多大城市的
很多年轻父母都将孩子交给老人
来带，说明这些爸爸没有真正长
大，他们更关注自己，责任感不够。

孩子的成长，尤其是男孩的成
长有两大因素，首先是父亲的教育，
没有好的父亲就没有好的榜样。根
据统计，青少年犯罪中70%以上是因
为缺少父教。所以，父亲更应当以身
作则，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要尤其注
意，如果只是自得其乐，玩手机什么
的，会对孩子产生不良影响，比如说
容易分散注意力，等等。

很多父亲以要挣钱养家没有
时间带孩子为借口不管孩子，实际
上，这是父亲本身认为带孩子不是
件重要的事情，有这样的想法后，
才会愈发认为自己没有时间。

欧美的父亲同样要上班养家，

但他们也带孩子，有的甚至比妈妈
还要忙碌，他们会拿出大量时间来
教育孩子。如果父亲认为教育孩子
是非常重要的事，即使再忙碌也会
有时间。父亲挣钱养家，这本身是
爱心和责任感的体现。父亲在职场
上忙碌并不代表母亲不忙碌，父亲
的职责从来不是只有挣钱，其职责
比挣钱养家要丰富得多。我去学校
作讲座，父亲来听课的，从来没有
超过1/3，大多是母亲来的。

爸爸的称号是孩子给予的，所

以这个称号是跟孩子同龄的，好爸
爸的起点是孩子出生的第一天。因
此，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父亲就
应该舍得时间去养育他、教育他。为
了孩子的成长，父亲应该敢于做出
牺牲。如果父亲对孩子的发展投入
足够多的时间、足够多的爱，孩子会
永远记住您，您在他的心目中永远
是位好父亲的形象。“好爸爸”需要
时间，态度决定一切。

（作者：孙云晓，转自《羊城晚
报》，有删节）

“北上广”的爸爸没有真正长大

“读报大国”日本如何炼成

一天七件乐事
散步湖畔，看到昨日从荷叶间

伸出来的莲花苞，今天变成娇嫩的
粉色花蕾，一只蜻蜓像诗句一样，
翘起细尾，骄傲地站在莲花的尖顶
上，而在一旁，一只青蛙，也按照诗
句的指引，两只后腿一弹，从宽大
的荷叶上，跃入水中。上上下下，多
少年了，还是这个游戏，它们玩得
快活，我也看得快乐。

正在写文章，收到一条短信：
“叶先生，谭医生的护士提醒你，做
牙根管手术后，有肿胀感是正常现
象，注意尽量避免用这颗牙……”
短信让我记起两天前刚看了牙医，
也让我发现牙没有疼痛，收到这条
短信，温暖而快乐。

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引用了叶
延滨的两行诗句。“叶延滨”这三个
字对我不陌生，这两行诗，写得不
错。只是我竟然记不得是什么时候

写的了。我不记得了，读过的人还
记得，这真是让人快乐的事。

昨天刚洗过的车，上车前，发
现车顶上有一摊鸟屎，晦气。抬头
一望，小鸟正在枝头啾啾地叫。小
区里好久没见小鸟的影子了。小鸟
回来，让树木好像都抖擞起精神，
擦鸟屎算什么，听见鸟儿在头上鸣
唱，真是快乐的事。

车出城区，上了高速，两边的
树飞快地向后退，因为一座小山缓
缓地迎我而来。当我接近它的时
候，小山侧身退到一旁，又缓缓地
站立送我离去。山岭无论大小高
低，都那么可靠、宽厚而大度。这是
朋友中最好的朋友。

这是一本批评家说了许多好
话的诗集。我觉得必须认真把它读
完。当我读了八九页后，我觉得我
走在沙漠的边缘，极不舒服。我必

须选择读还是不读？我选择了，不
读。伸一个懒腰，窗外阳光如泻，窗
台上的竹叶正努力捧起它们。放
下，这是正确的决定，这个决定让
人快乐。当然还有一点小小的歉
意，批评家竟然说了那么多话，多
不容易的工作啊。

闷了一整天，傍晚远远地响起
了雷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而且
在雷声前有了闪电，接着劈劈啪啪
地下起了雨，阵阵清凉随着雷声从
窗户送进家里。想到明天会有一个
阳光洒满的早晨，想到阳光下的云
朵会有清晰的边际，禁不住快乐地
笑出声。

回想过去的一天，想出七件让
人快乐的事，这一天是快乐的一
天。

(作者：叶延滨，转自《北京晚
报》)

在日本的街头、公车和地铁
中，经常能够看到拿着报纸阅读的
人。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强迫西
方传媒业全面反思经营模式之时，
在以科技著称的日本，这种趋势似
乎还没有到来。

过去十年来，《读卖新闻》的发
行量一直维持在1000万份上下。日
本的主流报纸发行量一直很大。世
界报业协会2010年公布的发行量
排行榜前25名的报纸中，日本报纸
囊括了前五名。

在电子时代的浪潮中，日本民
众为何还能对报纸保持忠诚？有研
究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于达
到一定年龄的日本成年人来说，报
纸不仅意味着获取信息的媒介，而
是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你是一个日本成年人，早上起
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常常是去邮箱

拿报纸。傍晚，当晚报送来之后，再
浏览一下头条新闻，看看今天发生
了什么大事。

很多日本报纸一天会发行两
次。除了早上的报纸，傍晚5点左右
还会有晚报版送入订户家中。

日本公务员森说，他家中常年
订阅《日本经济新闻》。在他小的时
候，家里曾经订阅过两份报纸。在
贸易公司上班的父亲上班时带一
份报纸出门，他和母亲、弟弟三个
人在家里也要看一份。“每个家庭
订阅2-3份报纸也很常见。”森说，

“如果我爸爸不自己带报纸，他上
班的时候，坐火车之前要买报纸。
很多日本人上班的路程要花半个
小时到两个小时，这个过程中他们
都会看报纸。”

森说，一直到现在，他的父亲
仍然认为报纸是他获得新闻的主

要方式，因为至少就经济新闻来
说，电视上的新闻太浅显了。“现在
的日本街头，仍然有很多人看报，
特别是四五十岁的人，一般不用手
机看新闻。”森说。

日本人经常很自豪地说“我们
国家没有一个文盲”。《日本新华侨
报》总编蒋丰说，这很不容易，这可
以说是日本人爱读报的基础。

谈到网络媒体对报纸的冲击，
日本专刊作家佐藤清文撰文称，在
网络时代，信息的传递会变得更加
迅捷，但另一方面，也会让信息变
得碎片化，这让受众往往难以把握
新闻事件的全貌，而报纸能对这些
事件进行更全面、更深度的报道，
对这一类信息的需求并未随着网
络时代的到来而减少。

(作者：储信艳，转自《新京
报》，有删节)

网络公开课

别变成电视节目
生活在现代或后现代社会，3D打印技术

逐渐普及，数据库日新月异，远程教育蓄势待
发，这个时候谈论网络公开课的弊端，似乎有
点不合时宜。之所以“逆潮流而动”，乃是有感
于网络开放课程的声势浩大，国内各大学正
奋起直追。亢奋之余，有点担心“文学教育”等
专业课教育从此更加没落，故希望一探此潮
流的好处与局限性。

自2010年人人字幕组开始批量翻译国外
名校的开放课程以来，呼唤国内大学紧跟时代
潮流、推进远程教学的，不仅仅是民间，还有

《人民日报》等主流媒体。形势紧迫，北京大学
自然不甘人后，今年3月发布《北京大学关于积
极推进网络开放课程建设的意见》；6月举行第
一次新闻发布会，称5年内将建设100门网络开
放课程；9月17日，北大首批全球网络公开课上
网。据报道，北大预计，未来一门课程会有10万
人选修，课程结束后1万人通过考试，其中100

名北大在校生得到学分，其余分布在世界各地
的9900人则得到课程合格证书。

我的直觉与记者的调查大致吻合，那就
是，此举将对传统教育造成巨大冲击。为了吸
引众多远离教授视线、没有课堂纪律约束、随
时可能离开的受众，教师的讲课风格必然趋
于表演化；精心准备课件的结果是，每堂课都
成了颇具观赏性的电视节目。若大面积推广
此类课程，总有一天，教授摇身一变成了演
员。那样的话，网络公开课可就成“百家讲坛”
的升级版了。

我当然知道方兴未艾的网络开放课程前
途无量，但希望有关人士宣传时调子不要定
得太高——— 此乃“传统课堂”的补充，而不是
取而代之。因为，大学课堂千差万别，通识课
的讲授或许可以“无远弗届”，专业课则很难
不面对特定的修课学生。

（作者：陈平原，转自《文汇报》，有删节）

石像
爱琴海烈日下的九月，已被废

弃了二千多年的旧城悄无声息。这
是古代希腊的繁荣城邦，现在的伊
斯兰江山的郊外。

阿芙罗蒂特神庙已经碎裂成
千万片沉重的石头碎片。我用自己
的影子掩盖住早已长出荒草的裂
纹，假装它一切都好。在发黄的书
里，爱神在她的神庙里，葡萄和石
榴以及无花果都成熟了，散发出爱
琴海古老而甜蜜的香气。现在每天
早上还能吃到它们，而爱神庙里的

它们已经变成了石头。
古老的石头希腊神啊，虽然过了

这么久我们才见面，虽然漫长到你坚
固的大理石面容都崩裂了，但我们终
于还是等到相见这一天。古老的阳光
晒热了你的脸庞，虽然你的面容已不
完整，虽然你脸上有着遗憾。但是，你
好呀，在我少年时代匆忙的阅读里一
直以为你是神，如今却将你捧在我手
心中，烈日晒暖了古老的石头，它们
也有了正常的体温。

我一直喜爱大理石的希腊神像，

好像喜爱一个老朋友那样。从1992年
的初春在慕尼黑第一次看到希腊石
头像开始，千里万里之外的那些石头
像就好像一直等着我的人。那些庄严
又温柔的古老面容即使是大理石做
的，也已经破碎了，可即使是破碎
了，也不能碎裂它们的温柔。

你好呀，我来了。你觉得有点
委屈吧，我也是。

只是时光漫长。
(作者：陈丹燕，转自《新民晚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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