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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著名教育思想家内尔·诺丁斯指出，
当今人们应学会关心，以关心为中轴重构教育
生态，培养下一代成为“关心型”的人。她的
关怀伦理学观点于我而言并不陌生，但这些观
点的背后机理和深层逻辑是什么？这个问题一
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之中。直到翻开宁波大学梁
明月教授和天津师范大学王慧博士翻译的《教
育中的直觉》一书，发现诺丁斯在这本书中回
应了关怀伦理的背后逻辑——直觉和情感在教
育中的力量。这正是本书的副标题所说的“唤
醒教育的内在之眼”。这本书超越了理性主义
传统，用直觉、情感、关怀和爱给教育注入了
新的活力。

诺丁斯以其深厚的理论功底既宏观又深入
细致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关于直觉的历史图
景。直觉曾作为确定的知识来源，以先知、神谕
的形式发挥作用，后来作为人类的一种能力得
到承认，被多个学科关注与研究。至今，直觉依
然是一个令人着迷且亟待深耕的命题。作为一
名教师，我从这本书里获得了几个重要的启示。

其一，诺丁斯解释了在基础教育阶段女性
教师偏多这一令人困惑的现象。女性在历史上
由于其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而被塑造为抚育者和
看护者，在与儿童建立亲密关系的过程中强化
了直觉能力。这种特质又进一步帮助女性更好
地从事养育和教育工作。在长久的实践中，女

性积淀并习得了捕捉、识别、理解、同情和扶助
他人的能力。因此，女性教师可以更敏锐、细致
地关注与回应学生的精神和情感需要。

其二，直觉作为一种认知能力和认知模式
值得关注，在教育教学中构建“以促进直觉为核
心的课程模式”值得探索。诺丁斯指出：“直觉

强调外部感官和内部感官同时参与，是追求理
解或洞察力的过程，是主观确定性和客观不确
定性之间持续的张力所在。”她以教学导入环节
的图片呈现为例，认为图片的选择不可随意化，
图片应包含已学和未学的要素。运用图片的目
的是唤醒学生的感官，激发学生的熟悉度和好
奇之心。诺丁斯明确指出，强化直觉的教学模
式不直接指向重复训练和提高学业成绩，而是
追求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全面深刻和拓展性的理
解。这与我们目前强调的项目式学习、大单元
学习、深度学习、反思性学习等有异曲同工之
处。

其三，爱是直觉的核心，教育中的人应具有
爱的能力。诺丁斯指出：“对学科的热爱和对学
生的热爱是教育中爱的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学生和教师直觉的核心。”教育爱包括教师
对精神生命的爱、对学科的爱、对教与学的爱、
对学生的爱，还包括难以明确界定的感召力与
使命感等因素。这些都渗透、弥散与积淀在日
常教育生活的直觉判断中。面对学生学习中的

复杂情绪与困境，有经验的教师
能凭借直觉作出教育诊断，有智
慧的教师懂得如何回应学生以避
免泯灭学生的直觉，尊重学生的求
知欲，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热爱。直
觉主导的思维模式会引导我们走向真
正的兴趣、发现热爱所在。直觉等一系
列情感是本真意义上学习的核心与动
力所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教育强国，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
可以从关注学生的直觉能力、培育直觉思
维、提升直觉等非理性要素入手。

《教育中的直觉》一书再次告诫教育
工作者不应急于用完全理性的教育模式训
练人、塑造人，而忽视直觉和情感的教育
作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认识人、尊重
人、理解人。而人不是机器，不是纯粹理性
的存在，人的思维过程存在大量的非理性因
素。学生是一个有直觉感受、有情绪情感的
有血有肉的真实存在。作为教育者，我们应
当支持学生努力过好教育生活，在学习中充
分发挥直觉等情感的作用，支持他们发现热
爱，鼓励他们追随热爱、实现热爱。这才是
我们当代教育工作者应有的学生观、学习观
与教育观。

（作者系宁波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关注教育中的直觉与情感
余勇 9090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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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杨苡女士于2023年1月27日
去世，享年103岁。此前，由余斌先生为杨苡撰
写的口述自传《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出版，这
部凝聚她百年回眸、记录前三十年人生经历的回
忆录引发热议，是一本令诸多读者难忘的书。

这本书刚出版时我就读到，当时被深深打
动，但一时也说不清这打动因何而起，快一年过
去了，正当年末，再读本书也成回望，内心忽然
有所觉悟，我在想，正像本书封面那一行字“人
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一百年，许多人，
许多事》就讲了一场“人生的胜利”。这位百岁
老人以她鲜活的记忆，重述鲜活的人生，穿越同
样鲜活的时代以及苦难，告诉所有人：人生的胜
利，值得追求，也可能得到。所以，我会在阅读
中看到很多人生的亮色，即使那是在时代的低
谷或者传主生命的至暗时刻，也让我在阅读中
感受到更多人性的真淳与美好。即使是在国破
家亡的流离之中，杨苡看见那些属于人的瞬间，
坚持了她自己这个人的高洁。

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这本书里的人生
剧情与细节太丰富了，数不胜数，但是无论是讲
那些达官贵胄，还是卑微的下人，在杨苡的记忆
里，他们都是一个“人”，身上有人之为人的方方
面面，有人之善，有人之恶，莫论善恶，在人世这
个大舞台上，就照着自己的人生与命运活过一
遍。这当中，非常突出的就是杨苡回忆她与大
李先生的一段渊源，只是这段故事很多人都讲
过，我挑一个可能不为人在意的，是关于沈从文
先生。当时杨苡在岗头村，沈先生走好远来看

她，“来探望时还叮嘱我，不能有了孩子就什么
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这一句话，忽然就停
在我心上。杨苡多年后记得这么清楚，肯定是
听进去了，后面她也就离开昆明到了重庆。我
想得更多的是沈先生本人。按照时间线，也不
过七八年以后，沈先生将面临与此刻截然不同
的情境以致有过弃世之举，但后来他还是走上
另一条道路，继续做了不起的事情。不能“什么

都放弃了，还是要做事”，这句话，仿佛是为多年
后的他自己而讲。这，就是人性的胜利，在自己
的身上，承受了一个人可能受得住的苦难，也展
现了一个人能够迸发的生命的能量。当然，书
里讲到的另一些人，遭遇人生的悲剧，实际也是
人性使然，那是人性的脆弱、人性的阴暗，其后
惨淡，也在情理之中。

我想说的另一个胜利，是“时间”的胜利。
加缪有句话：人要追求活得多，而非活得长。读
了杨苡的口述，我发现，这话于她不一定完全适
用，在时间的长河里，杨苡活得很长，也活得很
多，她随时间而生，与时间同行，沉淀下这么厚
重的人生过往，最终形诸文字，正是“时间”的胜
利。看余斌先生后记，几个时间节点，一来让人
感叹杨苡高寿，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二来也让
人庆幸，幸好杨苡高寿，不然的话，又如何能让
这样生动的历史与人生得以呈现？

余斌先生猜测杨苡后来想完成口述实录，并
不是多么想总结人生，留下史料，更要紧是对人
与事的忆念，但是，这些人与事，恰恰构成了她自
身生命与生活的重要部分，这让我想起有人说，
一个人到了生命尽头，回头看，他生命从头到尾
不过是百年一瞬，但是，那些伟大的人，却能在这

一瞬里源源不断汲取支持自己的力量，把自己
的一切安排、托付在他之后的未来时间。想象
一下，《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也许不是杨苡
给这个时代的托付，但确确实实，从中能够看
到一个全部的人与其充实的人生。杨苡无法
挣脱她的时代，但她做到了与时代同行，把自
己活成了一个属于自己时代的人。我们捧
着这本书，还可以读很久、很久，乃至在下一
个时代。这，就是时间的胜利。

还是她喜欢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在一
篇叫作《一个人的自白》的文章中写过：“将
来如和我的全部作品同置，或可
见出一个‘人’的本来。”现
在，我就把这句话送给
已经在天上的杨苡
女士，我觉得，即
以《一百年，许
多人，许多事》
这本书而论，
她也做到了老
师的期待：“将
来如和我的全
部作品同置，
或可见出一个

‘人’的本来。”
（作者系

深圳市龙华区
和平实验小学
教师）

“或可见出一个‘人’的本来”
冷玉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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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雷锋：人类美好的向往》
陶克/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34.《两种文化十日谈》
江晓原 刘兵/著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35.《聆听万物的歌唱：〈诗经·国风〉讲读》
李宪堂/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36.《洛克数学启蒙》
[美]斯图尔特·J.墨菲/文
[美]霍莉·凯勒等/图
漆仰平 等/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37.《玛利娅·蒙台梭利：为孩子服务的
一生》
[法]玛蒂娜·吉尔苏尔
[法]夏洛特·普桑/著
范炜炜/译
湖南教育出版社
38《每天学一点教育史》
屈博/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39.《美术给予我的》
汪家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Pura
40.《美育教师手册——理论、方法与实践》
李睦/主编 沈晖/副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41.《明月来相照——古诗原来可以这样
学》（全3册）
朱爱朝/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42.《母鸡麦拉苏》
鲍尔吉·原野/著 新蕾出版社
43.《那些动物教我的事：一位自然观察
者的博物学札记》
张瑜/著 商务印书馆
44.《乒乓响亮》
刘海栖/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45.《儒脉：中国儒家学派史》
韦力/著 现代出版社
46.《舌尖上的博物学》
吴昌宇/著 明天出版社
47.《诗词里的中国史》
朱畅思/著 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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