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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你所不了解的事
■ 王栋

■ 王芝《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以

下称《金榜》）以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本科生为

研究对象，对知名高校大学生的家庭背景、校园

生活以及毕业去向进行了冷峻的社会学分析，

概括呈现了大学教育的路径、成效与不足。该书

分为“迷宫”（概论大学规则）“视角”（介绍研究

框架和方法）“家境”（提出“目标掌控”和“直觉

依赖”两种模式）“努力”（两种模式在学生身上

的具体显现）“方向”（职业目标的确立、意义赋

予与职业结果）以及“余论”（“寒门学子”的文化

障碍及其跨越）六章，力图呈现穿越大学的不同

路径以及由此走向的不同职业结果，整体揭示

大学隐秘的筛选规则与“寒门学子”取得精英职

业的文化障碍。

郑雅君将“寒门学子”界定为“社会出身弱

势的学生”即“来自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出身或

家庭背景”（如低收入、农村、西部、第一代大学

生）。该群体受限于所属阶层的视野、思维与识

见，不了解“向上流动如何发生”。尽管《金榜》中

的大学是中国顶尖的高等教育场所，学生天赋

突出，但社会出身弱势的学子仍困惑于大学繁

复矛盾的规则、难以协调个人发展与社会期待

的张力，最终往往错失更好的职业选择。

《金榜》认为学生出路分化的关键在于是否

具有“自我主导的方向感和目标感”，并依据该

标准提出了大学生的“目标掌控模式”和“直觉

依赖模式”两种路径，强调两种路径具有技术和

道德上的双重区分。在技术上，目标掌控者更了

解大学校园与职业市场的规则，会有意识地确

立职业目标并以此安排自己的活动，家庭条件

较好的学生往往属于该群体。而直觉依赖者一

般对大学规则和职业目标缺乏清晰认知，依靠

直觉和已有的习惯来安排大学生活，往往错失

机遇难以累积优势，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大多

属于该群体。在道德上，直觉依赖者几乎不考虑

职业目标和预期收益，认为目标掌控者行为功

利，不乏“投机取巧”（如上“水课”）。目标掌控

者则认为自己并非功利，而是持之以恒地追求

生涯目标。

如何上大学才是“成功”的？《金榜》给出的

答案是：理解规则与尽早确定方向。相较直觉依

赖者面临更多不确定性，选择更少，更容易被外

部影响；目标掌控者更易成功。《金榜》的答案当

然有可推敲之处。第一，面临学历的“通货膨

胀”，将大学的“成功”定义为高职业地位，这种

说法有失偏颇；第二，尽管《金榜》整体认为目标

掌控者更适合大学场域的游戏规则，但郑雅君

也意识到机会主义者可能会错失内在个体成

长，而迷失无从者也可能更好地推动了自我探

寻，只是外部影响尚不明显；第三，直觉依赖者

可能转化为目标掌控者。社会性投入有助于直

觉依赖者转化为目标掌控者，只是直觉依赖者

往往不习惯校园活动与人际交往，会尽量少地

投入社会性事务。而目标掌控者更关注社会性

活动，更善于社会融入。

值得注意的是，《金榜》认为两类区分是布

迪厄所称的不同阶层习性的结果，如目标掌控

者社会性投入少就是典型的阶层习性。阶层习

性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出身和基础教育。郑雅

君发现，优势阶层的父母熟悉大学场域，让孩子

选择是一种培养策略；弱势学生的父母无法提

供针对性建议，学生只能依靠片面的知识、直觉

与过去的习惯独自摸索，诸多选择显得随意冲

动。优势阶层的父母既能够引导和培养孩子的

自我掌控能力，又能通过眼界和实力进一步保

驾护航；而弱势阶层的父母只能为孩子提供纯

粹的精神帮助和有限的经济支持，无法具体指

导其大学生活、关键决策乃至职业目标。

在弱势阶层父母影响分析中，《金榜》显现

出冷峻的社科分析风格，总体呈否定性立场。

《金榜》在此议题上指出了更多的困难。郑雅君

承认习性能够在大学中再社会化，实现文化修

养、认知图式与气质品位的转换。但她也意识到

“寒门学子”会经历布迪厄所称的“习性分裂”，

即寒门学子既要不断适应精英大学的新场域，

又要保持与旧有的家庭、社会场域的联系，很容

易产生自我认同的分裂。

但即使在这种困境下，郑雅君仍强调大学

教育的意义。在书中，郑雅君坦诚《金榜》与自我

命运的深刻关联：她来自甘肃省的一个单亲家

庭，通过努力考入复旦大学；但她大学初期极为

陌生、无力，本科毕业迷茫无措甚至延毕了一

年；她以自己的迷茫为主题展开了大学生出路

研究，最终发现大学生会否迷茫取决于大学生

能否尽早意识到毕业后的出口。学校化的习性

重塑了郑雅君，她从“直觉依赖者”转变为“目标

掌控者”，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走得通的学术之

路。尽管大学变成了一座“迷宫”，但它仍是最能

帮助青年人消解迷茫和抚慰生命的场所。

颇为难得的是，郑雅君没有止步于布迪厄

的习性理论，让自己的研究成为教育再生产的

另一个案例。她希望给迷茫中的大学生一些勇

气、一些真正的帮助。《金榜》总结了几条“寒门

学子”穿越大学的指南，颇为真诚珍贵：其一，意

识到困境并非源于自身，而是有深刻的社会根

源；其二，愿意走出舒适区，尝试接受（或反思后

再拒绝）习惯拒绝的事物；其三，增加社会性投

入，学习新场域的游戏规则；其四，保持自我的

延伸性（如创造个人神话），实现文化身份的主

动融合；其五，尝试欣赏原生文化和过渡经历及

其产生的独特优势。

新的一年高考成绩已经公布，又一批新鲜

学子即将进入大学，如果在大学中遭遇迷茫，不

妨看看这本社会学著作，或许能帮助你更好地

适应大学，更深刻地了解规则、探寻自我。

如果说迟子建的所有作品组成了一条长

河，那她近几年出版的散文集《也是冬天，也是

春天》，无疑是这条河流最静水深流的一段。

迟子建出生成长于漠河的北极村，那里一

年中大约有8个月都是冬天。童年时，伴随她的

是漫长冬日的冰天雪地以及单调寂寥，“家乡的

冬天实在太漫长了，漫长得让我觉得时间是不

流动的。”尽管如此，她却总能用一颗敏感的心，

在乏味单调中找到快乐。她写过年时，父亲用罐

头瓶给她做罩灯，将一瓢滚热的开水倒进瓶里，

“啪”的一声，瓶底均匀地落下来，灯罩便诞生

了；她写置办年货，她负责进城买年画，还可以

和结伴同行的小女孩一起买些发饰和蜡烛；她

写日常生活中，最喜欢做的事是撕日历，如果没

撕到她就会很生气，觉得一天的日子都没滋味。

迟子建有一颗善于发现细微美好的心灵，

寻常的农村琐事她都能描写得温馨可人。“镰刀

钝得割草时草会发出被剧烈撕扯的痛苦的叫声，

如乌鸦一样呀呀地叫，而不是锋利的镰刀割草时

所发出的唰唰唰的如流水一样的声音。”连农具

这样普通日常的东西，迟子建都能从中生出哲思

和感慨，心思之细腻、心灵之精巧可见一斑。

除了温馨美好之外，全书也透着一股淡淡

的伤怀之美。因为，在写下这些童年回忆的时

候，她也觉察到，《好时光悄悄溜走》了：当我年

轻的时候/我曾有过好时光/那森林中的野草可

曾记得/我曾抚过你脸上的露珠/啊，当我抚弄

你脸上露珠的时候/好时光已悄悄溜走。

更让她深受打击的是，最爱的父亲去世了，

挚爱的丈夫也在车祸中离开了。生命中的爱没

了来处，也没了归途。当她怀念过去的时光，何

尝不是在怀念那些热闹的、温暖的、被爱的日

子？为父亲的去世伤痛、为爱人的去世哀恸、为

漫天大雪而伤怀……这是一个对世界饱含深情

的女人在经历重大打击后的切切哀鸣。幸而，她

有母亲相依为命，“母爱就像伞，把阴晦留给自

己，把晴朗留给儿女。幸运也是因为有母亲，生

命中的电影永远不是一个人的。”

作为在边境林场长大的一位姑娘，迟子建

的思维与情感敏锐地探进了大兴安岭地区的每

一个角落。作为一位内心细腻多情的作家，她又

得以将眼光与脚步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她离开

小山村，离开哈尔滨，到香港、到新疆、到里约热

内卢，南来北往间，她观察着、思索着……比如，

去萧红墓，她伤怀于同是东北女作家的那种共

鸣；去鲁迅墓，她觉得凡间的嘈杂像是一种讽

刺；去骆宾王墓，她了悟“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

寒”的历史冷暖。甚至于去异国泡温泉时，她也

能感受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动情，写出《伤怀之

美》。旅行是会引发人思考的，深沉的思考让迟

子建的作品在抒情之余更增添了厚度和深度。

没从苦难中笑着站起来的人，不足以谈人

生。迟子建观察细致入微、用语精准、文笔细腻、

情感真挚，让她的作品有了生命。这生命带着一

股忧伤，同时又带着温暖，这忧伤和温暖一起构

成了她作品的底色。所以她给书命名“也是冬

天，也是春天”。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远去，没有一

个春天不会到来。当遭遇人生的冬天时，我们需

要做的，就是好好生活，静候春天的到来。

安静的夜晚，不妨读一读迟子建的散文，静

静地感受人世间的温暖和美好。因为好时光并不

曾溜走，它从迟子建的笔下，悄悄流进了我们心

间。

好时光不会溜走 ■ 金悦

同事的儿子是个“电视迷”，

听说我的女儿在家最主要的活动

是阅读，十分惊讶。我暗自得意，

为了养成“小书虫”，我可是费了

不少功夫呢！

女儿还在我肚子里时，我曾

给她规划过人生趣味：书是必须

要读的，字是必须要练的，运动方

面的爱好也必须要有一项。至于

其他，就随她心意。

所以，从女儿出生起，家中的

电视机就被搬走了，取而代之的

是一面书墙。只是，理想很美好，

坚持却很难。这里的坚持，指的是

大人。

所谓言传身教，运用在亲子

阅读方面，就是父母首先要成为

爱读书的人。我和先生曾经都是

爱读书的人，但工作之后都沦为

了“手机迷”。为此，我和先生约

定，每天一个小时的阅读时间里，

我们必须远离手机，全身心投入

在书中。坚持一段时间后，我和先

生重拾了读书的乐趣，女儿也在

耳濡目染中懂得，阅读是每天必

须要做的事情。

然而，女儿年纪小，专注力

差，常常坐不住。这时，我和先生

就开始用“演技”来征服孩子。当

女儿流露出走神的迹象时，我会

更加“声情并茂”地朗读绘本，并

和先生时不时地交流书中的情

节，甚至还伴随着夸张的大笑。这

些略显“浮夸”的演技总是会把女

儿重新吸引到书上来。这个办法

屡试不爽，女儿变得越来越喜欢

读书，对各类书籍的接受度也不

断提高。

利用书本拓展孩子的兴趣爱

好，也是我的妙招之一。有段时

间，女儿被“11只猫”这套书中天

马行空的情节深深吸引，甚至连

刷牙的时候都在想故事。我借机

鼓励她创作属于自己的绘本。最

初，女儿“指挥”大人帮她记录，慢

慢地，她开始自己画、自己写。如

今，她的《猫猫救援队》内容越来

越丰富，甚至还有了哪吒、孙悟空

等的客串。她说，能用自己创作的

绘本讲述自己心中的故事，是件

多么幸福的事呀！

就这样，从每天的陪读，到用

点读笔自己听，再到自主阅读，女

儿在无边无际的书海里，养成了

阅读的好习惯。随之而来的，是她

与日俱增的词汇量和知识面。

有一天放学回家，女儿兴高

采烈地告诉我：“妈妈，今天上课，

老师问火山喷发是不是只有坏

处，我告诉老师，火山喷发虽然影

响很大，但也有好处，比如增加土

壤肥力、形成温泉、带来珍贵的矿

物质。老师听了后表扬了我，还奖

励了我一枚星星贴纸。”我为女儿

感到高兴的同时，惊讶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妈妈都不知道

呢！”女儿饶有兴致地说：“我在家

中的“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上看

到的，这里面不仅有火山知识，还

有关于太空的呢……”看着女儿

眼中闪烁着的光芒，我感到无比

欣喜。

有了老师的肯定，孩子备受

鼓舞，更加激发了她对读书的兴

趣。在家中的时间，她几乎都泡在

了“读书角”。

我知道，没有一本书能改变

一个人的轨迹，也没有一本书能

左右一个人的命运，但是书的力

量始终存在。它就像一颗种子，种

在女儿的心里，终有一天，这颗种

子会破土而出，抽出新芽，绽放出

灿烂的花。有了这种力量的照拂，

哪怕日后她身陷泥泞，也依然可

以仰望星空。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作为一名乡村青年教

师，在平时的语文教学工作中，我时刻在思考如

何让孩子在阅读的过程中更好地成长？如何通

过阅读培养他们的思维能力和文化素养？就在

一筹莫展时，我遇到了《以教师之思，促学生之

问》这本书，深受“思问教学法”的启发，对整本

书阅读教学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最重要

的是，我找到了为孩子的精神成长做有思想的

“减法”的具体实践办法。

首先要“乐读书”。在这个网络时代，未成

年人还未形成健全独立的思维能力就被各种信

息绑架了，孩子们很容易成为被大数据锚定后

精准推送的对象，为了使孩子的思维不被网络

世界的复杂甚至虚假意识随意涂抹，要让孩子

意识到读书对自己成长的积极意义，阅读带领

孩子的精神向纵深和高处发展。

为达此目标，显然仅仅依赖语文教材的课

文阅读是不够的，因此，每学期我会组织一个

“读书分享会”，让孩子们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书

籍，并谈谈阅读感受和收获。另外，我还会举办

一个“故事大王”比赛，让孩子们挑选自己喜欢

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不管以什

么形式展开，让孩子们感受到阅读的乐趣是最

重要的。

其次“读好书”。要让孩子和教育者知道阅

读对于孩子成长的积极意义，那就要认真思考

和谨慎选择，该读什么书？什么类型的书合适什

么阶段的孩子？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分级与分类

阅读的要求为孩子挑选可以深度阅读的经典好

书。在选书时，我们应该选择触动孩子心灵、启

迪孩子思想的书籍。同时，在筛选出的经典好书

中，还要根据孩子的年龄、认知水平、阅读水平

和阅读偏好，选择适合他们成长的书籍。

我深知阅读不能始于课中、终于课外，所以

我倡导孩子每学期读两到三本课外书。为了能

选到适合该学段的经典好书，我每学期开学时

都会给孩子们做一个线上阅读测评表，根据“字

词掌握”“信息提取”“欣赏共情”“归纳推理”“反

思评价”“想象拓展”等维度，忠实反映孩子的阅

读水平和偏好，并根据相应的数据分析为孩子

推荐适合其成长的好书。

最后“好读书”，即“如何读”。最重要的是要

减少、转变教育者的过多介入，主张教学相长，

以教师之思促学生之问，反过来学生之问也可

以促教师之思，这是一种动态生长原则，也就是

老子说过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主要通过读

前、读中和读后3个步骤进行。

读前，孩子的原始阅读体验很重要。教育者

在读前引导时要用尽可能少的“剧透”去激发孩

子阅读某本书的兴趣，反对在读前布置沉重的

思考任务，从而破坏因人而异的原始丰富性；读

中，根据问题意识原则，教育者要将影响思维的

普遍问题植入文本的特殊情节之中，借助原始

阅读体验赢得思维发展契机。要学会提问或设

计问题，带动孩子主动地有所思、有所想，产生

好奇心和求知欲；读后，敞开交流，进行“主题

式”的读后写作，让孩子有目标性地整理阅读时

的心中感想。

以上论述都是在课堂中的阅读“减法”，放

眼大环境，这个理念也适合学校的阅读文化建

设。刘莘提出，可以按照分级分类阅读方式建构

阅读环境，比如通过数字平台进行阅读后的评

价，创造数字化的阅读环境，利用儿童心理将阅

读空间按分级阅读的理念进行里外有别的设

计，将阅读内容和校园文化建设进行深度融合

等。作为校园文化引领者，校长和教师更清楚阅

读对于孩子精神成长的重要性。“蓬生麻中，不

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学校应该为孩子

提供充足的阅读资源、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以

及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

《以教师之思，促学生之问》让我明白，作为

乡村青年教师，我们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激发

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为此，在今后的教学生涯中，我将更加注重为孩

子的思想做“减法”，努力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

学习环境，让孩子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

法和疑问。我相信，通过努力实践“思问教学

法”，乡村语文教学将更加丰富多彩。

为学生精神成长做有思想的“减法”
■ 黄子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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