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蘅斋

□嘉兴市秀洲区教育研究和
培训中心 徐如松

作为一名细心的读者，我发现

不少作家喜欢用“一丝不苟”形容整

齐的发型。比如毕飞宇在长篇小说

《平原》中写道：“头发是一丝不苟

的，整整齐齐地梳向脑后。前额则

是一片疏朗刘海……”（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9年9月第1版）也许是职

业使然，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我，总

感觉头发是不能用“一丝不苟”来形

容和修饰的。

查《现代汉语词典》，“一丝不

苟”的意思是“形容办事认真，连最

细微的地方也不马虎”。（商务印书

馆，第5版，第1599页）《新华成语词

典》说“一丝不苟”是形容对事情的

态度，并给出两个例句：一是《儒林

外史》第四回：“上司访知，见世叔一

丝不苟，升迁就在指日。”另一是著

名作家邓友梅《话说陶然亭》：“我看

出来，你是个学风严谨、一丝不苟的

人。”这两个例句，显然与头发无关。

近日，我又读到一位青年作家

用“一丝不苟”来写头发，我与之微

博互动，得到如下答复：从语法角度

讲，“一丝不苟”确实不能形容盘发

的状态和动作，但这种貌似不合规

范的用法，却可能恰恰蕴含着语言

的迷人之处。

作家在答复我的过程中，发起

了一个“教语文跟写小说是两回事”

的话题，引来一场热闹的“口水

仗”。跟帖者立马站成两队，展开争

论。在众多跟帖中，有一位博友言

辞比较尖刻，他说：“当下语文教育，

是对灵魂的背叛，对美的扼杀。”

虽然语文教学确实存在不少问

题，但用“一丝不苟”形容头发是否

合适，这是一个语法、修辞的问题。

语文教学要不要讲语法、修辞，答案

是不言而喻的。《语文课程标准》是

代表国家意志的文件，它指出“涉及

到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文

体、文学等丰富的知识内容，在教学

中应根据语文运用实际需要，从所

遇到的具体语言实例出发，进行指

导和点拨”。显然，指导与点拨的目

的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识字、写字、阅

读与表达，形成一定的语言应用能

力和良好语感，而不在于对知识系

统机械的记忆。

我每次读到“一丝不苟”的头

发，都会揣测作家可能是误将“丝”

当作“头发”来解释了。也有很多

作家是规范的，比如王刚在长篇小

说《关关雎鸠》中这样写：“他发现

老先生写字显得一丝不苟，完全是

认真投入的。”（《人民文学》，2011

年第10期）

而这位青年作家，偶尔为之，我

觉得也未尝不可，因为文学呼唤“陌

生化”，文学需要创新。

“一丝不苟”能形容头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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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盛群力

戴维·保罗·奥苏贝尔（David

Paul Ausubel）是当代国际杰出

的心理学家。1977年，奥苏贝尔获

得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桑代克奖

（获奖者 1973 年是布卢姆，1974 年

是加涅，1975 年是吉尔福特，1976

年是皮亚杰，真是群星璀璨），以表

彰其在心理学领域对教育作出的杰

出贡献。奥苏贝尔教育心理学最重

要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本

专著中：

1963年出版的《有意义言语学

习心理学：学校学习导论》。这本书

被奥苏贝尔看成是《知识的获得与

保持：一种认知观》一书的底版。

1968年出版《教育心理学：一

种认知观》。该书1978年出版第2

版，新增合作者为诺瓦克和海伦哈·

尼西安。该书第2版中文版由人民

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版，书名为

《教育心理学——认知观点》。

1969年出版《学校学习》。

2000年出版《知识的获得与保

持：一种认知观》。本书中文版就是

由浙江教育出版社2018年10月出

版的《意义学习新论——知识获得

与保持认知观》（戴维·保罗·奥苏贝

尔著，毛伟译，盛群力校）。

奥苏贝尔理论主要探讨人是如

何学习的、学校学习有什么特点。

他的理论受到皮亚杰认知结构和儿

童发展理论影响，与布鲁纳“螺旋学

习方式”、魏特海默“格式塔理论”和

巴特利特“图式理论”也有相通之

处。奥苏贝尔理论经常被称为“有

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或者“有意义言

语学习理论”。

奥苏贝尔认为，人学习知识，尤

其是青少年学习知识，主要是靠接受

方式而不是通过自己发现。也就是

说，理解概念、原理和规则等是靠“演

绎推理”进行的。奥苏贝尔意义言语

学习理论，也被称为“同化理论”，因

其坚持认为：意义产生有赖于新知识

在已有认知结构中的同化，即与其原

有知识结构进行互动联系。

意义学习可以是表征学习、概

念学习和命题学习，分别得到陈述

事实、形成概念和理解命题。形成

概念以及相应的“下位学习”，是意

义学习最常见的方式。如果学习者

所学的新命题比认知结构中已有的

观念概括性更强，包容范围更广，那

么此时学习就属于“上位学习”。

还有一种情况是平行概念或者

命题“组合学习”。从这个角度来

看，有意义学习的条件是：学习材料

有逻辑意义，学习者有学习的意愿

或倾向，能将学习材料的逻辑意义

转化为学习者主体的心理意义。

奥苏贝尔特别强调“意义学

习”，其对立面是“机械学习”，也就

是死记硬背。既然影响学习的最重

要因素是学习者已经拥有知识结

构，那么，采用“先行组织者”，可以

对学习者的学习产生极其重要的作

用。其中，一种是“比较组织者”，其

作用主要是激活已有知识；另一种

是“说明组织者”，对学习者已经熟

悉的术语起到一种“锚桩”作用，帮

助学习者更好地吸纳新知识。另

外，“渐进分化”是逐渐细化概念和

命题基本方式，通过层级联系表明

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的垂直联系；“综

合贯通”则强调概念和命题之间的

彼此渗透和交叉，有助于理解不同

知识之间的横向依存。

奥苏贝尔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

开创了教育心理学的重要里程碑，

将真实环境下的学校学习作为重点

考察对象，不再把实验室研究和动

物心理研究结果作为直接依据照搬

照套。奥苏贝尔理论从20世纪六

七十年代开始，一直受到理论界和

教育实践部门的欢迎。1969年 3

月，当代国际教学设计理论创始人

罗伯特·加涅（Robert M. Gagne）

曾经在《美国教育研究杂志》上发表

一篇有关奥苏贝尔新作《教育心理

学：一种认知观》的书评，称赞奥苏

贝尔是一位教育哲学家、教育理论

家和杰出的研究工作者，揭示了安

排实践性教学条件的相关变量。

《意义学习新论》是奥苏贝尔在

有意义接受学习理论或者同化理论

流行30多年以后，本人在总结和反

思基础上写成的，当时他已经80岁

高龄。

我国改革开放后，奥苏贝尔理

论一直广受传播，对我们推进课程

与教学改革起到积极的理论参照作

用。奥苏贝尔在本书中再次鲜明地

提出：“知识理应是有意义的”“意义

学习是主动学习”“意义学习大部分

是接受学习”……这些十分重要且

宝贵的观点经过岁月积淀，经历实

证研究检验，应该让我国各级各类

教育和培训领域更多研究者和实践

者了解。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

时代，奥苏贝尔的这本《意义学习新

论》中文版，应该算是踩上了时代的

节点。

书 名：《意义学习新论——获

得与保持知识的认知观》

作 者：[美]戴维·保罗·奥苏

贝尔

出版者：浙江教育出版社

迎接人工智能时代的意义学习 □嵊州市城北小学 葛红蕾

嵊州市城北小学近几年从引

导学生在日常的学习生活、社会生

活以及与大自然的接触中提出具

有教育意义的活动主题，在活动中

建立学习与生活的有机联系，开发

出实实在在的校本实践课程。

校园后面的艇湖山脚下，曾是

东晋王子猷“雪夜访戴”停棹上岸

之地；戴逵被老百姓尊为“剡中第

一乡贤”，与书圣王羲之合称为“嵊

州二圣”。校长钱国园充分认识到

“雪夜访戴”在中国传统文学、艺术

上的影响，以及学校得天独厚的地

理优势，从而确立以“剡中访戴”作

为传承、发扬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的

载体，并开设了校本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

最近，该校传统文化校本教材

《剡中访戴》一书出版。从去年4

月开始，该校教师尹蔡英“新名师

领办”团队花费大半年时间，查阅

历史资料、实地踏勘古迹、邀请专

家指导，精心编撰成书。

与此同时，“剡中访戴”作为该

校五年级语文拓展性课程开始施

行。学生读着戴逵的

成长故事，了解戴逵

的朋友圈，以及他的

艺术成就，学习戴

逵的高洁品性，赏

读后人追慕先贤

的相关诗词和绘

画作品，增强乡

土 文 化 的 认 同

感，自觉传承和

发展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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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实验小学
周红艳

我有一方小小的天地，起

名为“杜蘅斋”。杜蘅是一种

香草，我用它来比喻书。对我

而言，书是香的，它可以滋养

灵魂。杜蘅又是一味中药。

书可以医愚，可以去俗，也可以

养生，是不可或缺的“良药”。

“杜蘅斋”的格局极其简

单，以一个壁立的方形书柜为

主体，玻璃橱窗，没有华丽的

修饰。斋内一桌一椅，用于办

公与阅读。一年四季，室内总

有几盆兰花加以点缀，让书香、

花香萦绕于鼻尖，神清气爽。

之所以选择临山的一间

小屋子作为书房，源于它的幽

静。身居闹市，红尘的纷扰每

每让人的心浮躁起来。而一

隅清幽的角落，是每个人渴望

的精神花园。外面风雨如磐，

车马喧嚣，你只静静地坐在书

桌旁，捧一卷心仪的书，任思

想在纸页间飞翔，让满室的芬

芳将自己浸润，实在是人生一

大快事。

一开始，书架上的书并

不多。随着年岁的增长，阅

读在生命中的分量也越来越

重。“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

无书”，就是我现时生活的写

照。书就在飞驰的日子里逐

渐增多。壁式书柜已经容纳

不下这许多书籍了。于是，

我又在它的旁边增设了一个

小书柜。渐渐地，案头上也

堆满了书。

我青睐的书一般有两类，

一为教学类，一为文学类。教

学，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为

了能游刃有余地行走课堂，我

必须不断地汲取养分，补充能

量。文学是我对生命更高层

次的追求。在那片领域，我不

再是孤独的行者，一颗心始终

被温暖着。生活中，我也愿意

以自己的热情去温暖更多的

人，走更长更宽广的路。世

界，并不凉薄。

简约、静谧、芳香的“杜蘅

斋”，每当橘黄的灯盏亮起，我的

灵魂便轻舒广袖，翩翩起舞了。

新刻善本 读书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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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熊镇》

作 者：[瑞典]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书 名：《蔡康永的情商课：为你自己活一次》

（印章版）

作 者：蔡康永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 名：《地图》（手绘世界地图）

作 者：[波]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等

出版者：贵州人民出版社

书 名：《宫西达也精选绘本》（第2辑全5册）

作 者：[日]宫西达也

出版者：青岛出版社

书 名：《拿你所有的，换你想要的》

作 者：小万工

出版者：天津人民出版社

书 名：《有话说》

作 者：崔永元

出版者：浙江人民出版社

书 名：《日“历”万机》

作 者：白 茶

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 名：《去旅行》（中国版）

作 者：虫孚虫斿等

出版者：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书 名：《景恒街》

作 者：笛 安

出版者：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书 名：《小王子》（独家签名版）

作 者：[法]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

出版者：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 名：《成功的聪明人太多了，我必须为笨

蛋争口气！》

作 者：书单狗

出版者：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书 名：《冷场》

作 者：李 诞

出版者：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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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狙击

建成时间：2009年

书房面积：12平方米

藏书数量：800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