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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层出不穷,而这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和父母

的普遍焦虑。教育的因时而变固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从思维上转变教育观念往往是变革路上最坚实的

第一步。“1+X”的教育思维模式就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变化的大潮,能够让教育工作者和父母深刻感知

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对学校及家庭树立养心立德的科学教育观念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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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

考,但孩子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

大考……好的教育就应该培养终身运动者,

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以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

幸福。”1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这番对

“教育的本质”的独到见解引发了社会热

议。唐校长的言论不仅反映了当前教育存

在的“唯分数论”误区,也折射出他对教育

本质鞭辟入里的思考。而这也令我不经想

到了一些不断被提及的教育热词,如“终

身学习者”,“以能力为导向的学习”,“问

题解决者”等等……这些热词似乎都在传

递一种信号：随着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经

济转型和科技发展,教育也亟需重塑,以

便最大程度地帮助下一代适应不断变化

的社会。而在这种的信号背后,其实也暗

含着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教学焦虑,即在

后工业时代,教育应该怎么重塑。 

1 后工业时代的教育焦虑 

2021年1月美国知名智库麦肯锡研究院

(MGI)也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技能转型：

推动全球规模最大的劳动者队伍成为终身

学习者》的报告,其中明确指出：“中国30

多年的教育改革和发展培养了一支以适应

工业经济发展需要为导向的劳动力队伍。而

如今的挑战转变为推动中国的人才培养模

式转型。”2报告数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可

能有多达2.2亿劳动者(占劳动力总数的30%)

需要变更职业。3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全球

可能有多达1/3的职业和技能变更将发生

在中国,数以百万的中国人需要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能,不断重塑自我,甚至有一

大部分人需要跳出舒适圈进入另外一个职

业赛道。面对后工业时代如此庞大的知识需

求,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不言而喻。 

正如“后工业时代”概念提出者美

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ale)

所言：“在后工业社会,教育要解决的根

本性问题是如何满足社会对知识快速增

长的需求。”4当今中国庞大的知识需求

给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是根本性的,

是未来教育发展导向的风向标。也正是

因为其根本性,它所引发的焦虑情绪具

有显著的广泛性。例如,2018年智课教育

联合新浪教育发布了《中国家长教育焦

虑指数调查报告》的显示：68%的家长

对孩子的教育感到“比较焦虑”“非常

焦虑”,整体教育焦虑指数为67点,处于

比较焦虑状态。5家长的教育焦虑在一定

程度上引爆了当今教育市场的狂热。 

从表面上看,教育产业似乎方兴未艾,

正处于发展的快车道。然而,隐藏在产业

繁荣下的,却是质与量的不平衡、不协调

的发展。学校或培训机构的数量增长与质

量提升始终未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长此以往,教育产业不仅不能缓解

家长的教育焦虑,更不能有效应对后工

业时代日益增长的知识需求。而这也是

教育工作者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诚然,

要解决教育产业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

问题是长远的,需要统筹多方力量共同

改善,但从认知上对教育观念进行初步

转变,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基于我对当前教育发展的认知,培养

终身学习者已经成为了未来教育的最基

本方向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未来的世界在

逐渐“变软”,即对于知识本身的需求趋

于平缓,但对于认知能力(如批判思维,创

新能力等),社会和情感沟通能力,以及数

据分析能力的需求呈指数上升态势。只有

意识到了这一点,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在后

工业时代的教育焦虑才有缓解的可能性。 

2 “1+X”范式 

那么,在这样一个教育需求日益膨胀

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教育机遇与挑战并存

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孩子的思维方式“逐渐

趋向总体的、灵活的、模糊的、多元的、

发散的、自由的、复杂的、联想的,而且允

许多重交错的”6的后工业时代,作为父母和

教育者的我们,该如何应对教育焦虑,做到

因时而变？在我看来,答案就是“1+X”范式。 

“1+X”范式是目前常见的教育手

段之一,被认为“有助于凸显教育的个

性化、有助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7。

其中的“1”是教育的参照与根基,“X”

则是在“1”的基础上的外延与叠加。“1”

的稳固离不开“X”的支持,而“X”的发

展也离不开“1”的指引。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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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共同构建了一个合理、有机和

科学的教学模式。在“1+X”的范式下,

所有的教育活动都应以“1”为中心开展,

以“X”为导向延伸。如果将教育比作人

体的话,那么“1”就是骨架,而“X”就

是血肉。因此,不管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

者,教育观念转变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找

准“1”和“X”的内涵。 

基于我对“1+X”范式的深入思考,我认

为对于学校教育来说,“1”是养心与立德,

即育人,而“X”则是在“1”上面叠加的增

项,是多学科、跨学科甚至超学科的知识和

技能。而对于家长而言,“1”是父母对孩子

最本质的期盼,而“X”则是让孩子具有竞争

力,立足社会的学历文凭以及各种专业技能。 

这样的“1+X”范式虽看似简单,但其

简于形,繁于意。对于学校来说,养什么心,

立什么德是需要高屋建瓴般的思考的。以

德为例,学校要育的“既有个人品德,也有

社会公德、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大德。”8

而对家长来说,科学的期望“应以幼儿自

我意识的作为逻辑起点,将幼儿的他明需

要作为极上限”9,要把幼儿需要和家长期

望看成是一对相互激励、动态生成的实体, 

以此实现幼儿家长期望的科学构建。 

在了解了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的“1+X”

范式内涵之后,仍有两个常见误区需要

厘清：最优解和矛盾解决方法。在运筹

学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最优解。

最优解并不是指所有分目标和总目标都

达到的理想的解。事实上,受限于各种条

件的客观不充分性,这样的解也几乎是不

存在的。因此,在寻找最优解的过程中,我

们不得不采用妥协和舍弃的策略,以尽可

能地去不断趋近预设的总目标。在坚守和

妥协的过程中得出来的解,其实才是现实

意义中的最优解,也是最令人满意的解。

在探寻教育的“1+X”范式时,简单粗暴地

将“1”和“X”合并求最优解是不可取的,

因为在教育视界中,“最优解是相对的,并

随时空和条件的变化而随时发生着变化”
10。因此,我们应当以动态的视角看待

“1+X”范式,并根据孩子的发展特点来定

制和调整最适合他们的“1”和“X”。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任何过程如

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

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

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

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

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

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11主要矛盾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所在,这要求我们要重点把握“1+X”范式

中的“1”。然而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我们

往往忘记了区分矛盾的主次关系,对“1”

的关注度不足,对“X”的关注过多,使得

整个教育过程本末倒置,缺乏重点。 

此外,我们总是期望能解决孩子过程

中的所有矛盾,却忽略了矛盾是解决不完

的这一客观事实。“1+X”的范式并不是一

层不变的,也不是万能的。它的内涵是不

断延伸发展的,随孩子的改变而改变,旨

在不断适应孩子不断变化的身心特点。而

且,与最优解的理论类似,“1+X”范式的

作用是相对的,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孩子

成长过程的所有矛盾。因此,我们应当以

理性的视角看待“1+X”范式,以1为总抓

手并接受“1+X”的有限作用性。 

大道至简。其实不管是于教育,于学

校,于父母,都需要先明白自己的那个“1”

和“X”是什么,然后保持本心地坚守下去。

不论面对的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教育“内

卷”,亦或是教育焦虑,我们都需先弄明白,

到底什么样的1和“X”才能让孩子能成为

一个真正幸福的终身学习者。 

3 结论 

当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知识大爆来

临时,学校的“1”是养心与立德,我们做

的教育是养心的教育,是培养他们的心,

而这个心包含了好奇心,同理心,以及善

心。相信只有具有了这样心力资本的孩子,

在未来才会成为具有竞争力并且有社会

使命感的公民。而父母的“1”则应该是

陪伴孩子成为一个拥有健康体魄的温暖

的人。父母的教育焦虑通常来自于对孩子

的“X”——考试成绩,升学结果,竞赛得

奖的过度关注,从而忽略了那本是基石的

“1”。从本质上来说,孩子人生的底色是

父母描摹的,温暖的传递是父母赋予的。 

“1”是根本,“X”是选项。教育是

慢的行业,育人是静待花开的耐心。当我

们被教育焦虑席卷的时候,作为教育工

作者,作为父母,应该首先问自己这样一

个问题—“我的1是什么？”三世一切诸

如来,靡不护念初发心。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但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愿在教育

这场不可逆的旅行中,我们都能成为

“1+X”的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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