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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六讲》

作者:王安忆
出版社: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
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8月
ISBN: 9787208171251

科丝婷·罗卡是赫尔辛基大学教

育心理学教授，曾担任赫尔辛基大学

行为科学学院副院长，是知名教育家。

在这本《现象式学习》中，她介绍了现

象式学习的哲学背景、教学模式，对具

体的现象式教与学的方法进行了分析

和举例，并且对如何评估现象式教学

项目、如何应对现象式学习中出现的

新挑战做了梳理。

罗卡表示，传统学校教育通常由

一间教室、一名教师、一个班级和某个

时段的一门课这样的制度性惯例构

成。这种观点在芬兰正日益受到质疑。

他们正在重新思考：学习是什么，以及

可能阻碍学习或推动学习的实践有哪

些。

在现代教育中，老师大声朗读课

件页面上的内容或是老师讲学生抄写

笔记的做法和过去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是用电脑替代了纸和笔而已。以

讲座授课和教师为中心的课程通常旨

在传播知识，它只能促进肤浅的死记

硬背式学习。而在芬兰，已有各种挑战

传统讲课方式的教学模式出现。比如

激励学生型的讲座，通常采用案例、故

事、小组讨论、技术手段和反问等激发

学生进行知识创造的方式；问题驱动

学习法则是从一个具体的案例入手，

而无法仅依赖目前掌握的知识解决该

问题，这就推动了学生去学习更多的

知识；基于项目的学习方式在芬兰的

职业教育中十分流行，项目在校外的

企业中开展，能够促进学生进行面向

职业生涯的学习。……

何为现象式学习？如罗卡所言，它

是一种强调整体性的学习方法，综合

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学生们通过

协作研究某个现实中的具体现象，其

目的不是取代科目学习，而是将其置

于更广阔的视角之下，发展学生解决

问题的能力。

罗卡表示，情境才是“王道”。“情

境认知理论表明，我们的理解永远存

在于它被学习的那个情境中。因此，知

识是嵌入在情境中的。我们在课堂情

境中学习的一些知识，可能很难在现

实生活中得到应用。教育的核心问题

之一是把知识从学术情境转移到现实

本报讯（记者 郭路路）10 月 16 日，第三

届天府书展期间，林强新书《生命的召唤——

贡嘎山四十年人物纪实》首发式在成都购书

中心举行。

林强，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四川省作家

协会会员，四川省第六届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副主席，兼任多所高校客座教授。曾出版《走

进大自然》《在那遥远的地方》《海螺沟》《贡嘎

日噢》《圣山下的“慈子花”》《生命的力量》《行

走记忆》《最后一公里》等图书。曾获“第七届

中国摄影金像奖”，被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

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

贡嘎山是横断山脉的最高峰，山的东西

面主要生活着汉族和藏族，西北面则主要生

活着彝族。同一座山，养育着不同的民族，发

育着不同的文化。特殊的地理环境，又孕育了

这里完整丰富的自然生态和独特的人文生

态。自1980年初次闯入贡嘎山起，40年来，林

强上百次在这座山里行走。在一次又一次穿

行于山间林地，一次又一次与山里人接触交

往之时，林强都会感受到一种召唤，这种召唤

来自山里人的坚韧、善良与淳朴。

为了将自己在贡嘎山的所见所思传达出

来，林强十几年间走访了当地几十家村民，记

录了上百个故事，拍摄了上万张照片，积累了

几十万文字，几经精简，最终形成了《生命的

召唤》一书。作为一部贡嘎山四十年人物纪

实，《生命的召唤》讲述了贡嘎山地区11个人

物故事，在书中，你能看到与城市生活截然不

同的生命样态，生活在贡嘎山的人，如此平凡

渺小，却也如此丰富崇高。

活动现场，林强从自己的第一台相机讲

起，讲述了40年间他在贡嘎山遇到的那些动

人故事：藏族老师吉嘎在海拔四千多米的康

定县玉龙西小学坚守了27年，他的故事被传

播开后，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杜爱虎深深

为之感动，接过了坚守的棒子，并带动了更多

支教志愿者；军人冯外才舍弃所有，陪麻风病

妻子住进麻风村，相濡以沫 60年；基层干部

孙前、四郎泽仁为民办事，为群众创造更多致

富途径；把贡嘎山当作大药房的民间医生范

述方救死扶伤；地质学家陈富斌淡泊名利，50
年研究、守护贡嘎山生态；向导格勒一辈子做

好引路这件事。……

特别的是，书中人物——玉龙西小学退

休教师吉噶和大熊猫文化学者孙前也来到了

现场。吉噶老师讲述了他当年在“离天最近的

学校”坚守的艰难，为了赶在开学前让学生拿

到课本，他独自翻越了四千多米的雪山，险些

为此付出生命。虽然略带口音，但吉噶老师朴

素真挚的话语感动了很多现场观众。

正如林强在书中所述：“一个人的一生很

短暂，在这短暂的一生里，我有幸走进这座

山，有幸遇到这些人，如果不把他们的故事讲

出来，将成为我莫大的遗憾。他们每一位都是

一面镜子，我们会从这些镜子里领悟自己需

要的东西，启发自己如何去走完我们的一

生。”

《生命的召唤》

作者：林 强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9月
ISBN：978-7-5411-6083-7

《现象式学习》

作者:【芬】科丝婷·罗卡（Kirsti Lonka）
译者:葛昀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 2021年8月
ISBN: 9787521732283

林强新书《生命的召唤》发布

讲述贡嘎山中的动人故事

《小说六讲》，讲的不只是小说，也是生

活。

这六堂小说课体贴入微，富有亲和力。

没有高头华章，没有艰深理论，没有概念术

语，王安忆结合自己的生活、文学生涯，款

款而谈。

翻开书的初始，我愣了愣，它不符合我

的预期。最初的几篇，写得就像回忆录。王

安忆说，1977年，她写下了第一篇获出版社

接纳的文章，然而，这篇叫作《大理石》的散

文在刊印后却因故不能发行，只能湮埋于

故纸堆。接下来的几篇，王安忆写自己进入

儿童出版社，写儿童文学，写知青生活，写

早期作品的创作过程，写美国留学的启蒙，

诚恳、真挚、朴实，就像每一个热爱文学的

青年作者走过的履迹。

这些讲述之后，王安忆才提出了关于

小说的核心理念：生活经验——重要的是

内心。为什么写作？很多人可能都问过自

己。王安忆的回答是：“我要创造，我渴望创

造。”她渴望创造的是她在现实里无法实现

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乌有之存在，

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她的生活有关系，王

安忆说，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

情感的容量，她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

在的欲望。

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作，也是

生活。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她独对

写作有兴趣呢？当王安忆谈起阅读经历的

时候，我发现，这并不是埋头书斋的封闭世

界。她说起母语的魅力，讲起上海弄堂的市

井生活，也讲到插队落户时农村里的风俗

人情，她把这些观察融入了阅读，与她读过

的作品相互呼应，又从中抽离出她对童话、

校园小说、爱情小说的基本看法。我觉得，

这几种体裁都是成长主题的，王安忆实际

上就是在讲阅读与成长的关系。

作为一个有着高知名度的作家，王安

忆并不避讳对类型小说的兴趣。知识分子

多少有精英意识，期望超出普遍性，获得更

高的价值。王安忆表示，阅读流行小说满足

了她的娱乐享受，但是却不能纳入写作，因

为它承担不起她的思想，但是，类型小说的

技术处理，比如认识、想象、组织情节、叙事

结构等，却可供作者借鉴，也是她在教授小

说课程中的心得。

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

专业硕士教课，课程的名称为“小说写作实

践”。王安忆的课堂教学目的是尽量使他们

体验小说的进程：如何开头，设定动机，再

如何发展，向目标前进——也许他们会在

课堂外最终完成，也可能就此放弃，但她希

望学生能从中受益，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

一种经验。这些技术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写

小说也是可以学习的。

即使在讲授这些技术内容时，王安忆

也从未离开过“生活”这个主题。正如她所说

的，“世事洞察皆文章”，文字的表达、逻辑的

追寻，可以慢慢成熟，还可以用“故事接龙”

等游戏技巧或者对谈练习等方法来培养故

事意识和感知灵敏度。但是，一部有生命力

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

世事的深刻洞察和对普通人的关怀。

我们为什么学习写作？王安忆最后给

出的答案，仍然是：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可

以帮助我们发现生活，生活其实很有意思。

情境才是
学习的“王道”

■ 夏学杰

的生活场景中。如果教育工作者不能

激发学生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或者在

一个有意义的情境中进行实践，那么

他们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可能就会一

直处于惰性和无用的状态。”

这段阐述，让我想起前不久看过

的一个介绍新高考的课件。培训老师

对新高考的变化解读道：新高考注重

设计真实情境，加大了情境题的比重，

强调与时代发展、科技进步、现实生活

的紧密联系。的确，熟悉当下的中学课

改的教师和家长会知道，现在的考试

题中情境题的比重明显增加了，题目

出得越来越贴近现实。

杜威、陶行知倡导的“生活即学

习，社会即学校”，就是“现象式学习”

所倡导的。罗卡表示，现象式学习强调

整体性的学习方法。它的思想基础是：

为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将

校内学习的知识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联系在一起。学生应当学习如何在协

作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新办法。它还综

合了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不是为了

取代科目学习，而是为了将其置于更

广阔的视角之下。现象式学习有助于

学生以多方面、多学科的视角分析世

界上的各种现象，比如“贫穷”“可持续

发展”“世界经济”。它不仅是对相关内

容的了解，而且也是对一个人现有理

解的积极重建。当学生通过讨论、思维

导图、写作和其他方式，以及他们认为

必不可少要触及的问题来激活先前的

假设时，他们解决问题和创造思维的

能力也得到了发展。

教学与实践的脱节，是教育的普

遍难题。现象式学习为此做出了探索，

值得我们思考借鉴。正如北京市特级

教师周群所言：“面对方兴未艾的项目

式学习，教师需要更多地重视过程而

不是结果，更多地关注学生批判性思

维与创造性思维的形成而不是‘唯成

绩论’，更多地为学生学会学习提供真

实有效的帮助而不是只教授知识本

身，更多地强调整体性的学习方法而

不是割裂学科之间的关联以及知识点

的单摆浮搁……特别是在当下‘双减’

政策的出台这一重要的教育背景下，

这本书能够为我们重新审视课堂提供

有益帮助。”

文学帮助我们发现生活
■ 赵青新

【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