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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姁
初三学生，就读于北京十一学校国际部
互动方式 与著名教育和文化学者，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谈话一小时
强二代关键词 非京籍高考、正能量、人
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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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很多报名者，李佳
姁报名“强二代”活动的理由看
上去颇有些沉重。这名目前就
读初三的女生已经常常在思考
自己作为非京籍学生的身份，如
何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的问题。

在李佳姁看来，参加这次活
动就是想“在现在这种教育环境
下成为一名自强自立的人，在这
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知道
如何自我充实，实现自我价值。
希望在专家指引下更加明确自
己的目标，朝着正能量的方向
努力。”

在杨东平老师位于 21 世纪

教育研究院的办公室里，李佳姁
与杨东平聊了一个多小时，“使
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目标，让我
知道在当今这种多层次、多元文
化的社会中，我应该自我充实，
构建一个强大的内心，追求自己
的梦想，实现自我价值。”

善于观察的李佳姁认为，这
次的访谈与自己当初的设想有
些不同，“我是站在个人的角度
上去看待和理解社会，而老师是
从社会更高更深的层面去看待
它。有些问题现在根本无法解
决，所以我们只能选择面对它，
让自己更坚强。”

李佳姁：以前出国是个别
人，现在出国的人越来越多，这
样被迫选择出国的人在我周围
有不少，很多人学成回国之后
适应不了国内的环境，是留在
国外还是回来更好呢？

杨东平：你现在考虑这个
问题过早，现在要想的是，如何
选择专业、适应国外学习和生
活。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微博，

美国大学专业就业最差的前
十，许多都是中国留学生特别
热捧的，如艺术设计、影视、计
算机等等。

这涉及到另一问题，留学
追求的目标，仅仅是为了就业
还是自我完善？不要仅仅按照
功利的目的去选择。需要传播
乔布斯的主张，他说“要听从自
己内心的声音”。现在的教育，

培养的许多学生内心没有声
音，空心的。于是只好随波逐
流，随大流，丧失了自我。你现
在初三，还有三年的时间用来自
我认知和发现，形成比较清晰的
自我，三年之后可以有很清晰的
认识，自己究竟想干什么，想学
什么。美国的大学也希望看到
你内心的想法和选择，排斥没有
内心没有声音的“考试机器”。

强大内心 青少年要学会接受逆境
李佳姁：我是河南籍学生，

从小学一年级就在北京上学，到
现在已经快9年了。但因为户口
不在北京，所以很多事情跟那些京
籍学生不一样。现在在国际部，觉
得还是跟有些人不一样，北京孩子
没那么多压力，他们不上国际部，
还是可以通过高考来升学。

杨东平：你也可以参加河南
高考。

李佳姁：但河南教材跟北京
讲的不一样，北京的内容比较浅。

李佳姁：怎样才能让自己这
种心理压力减小一点呢？

杨东平：人生的困境和不顺
利其实是常态，老话说“如意之
事常少有，不如意事常八九”，最
重要的还是自己内心的定力。
有些制度上的问题暂时难以改
变，只能让自己更加坚强。

五六十年代，学生如果家庭
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甚至连
升学的机会都被剥夺，当时的歧
视性政策是非常厉害的。但仍
然有很多人靠自己的努力，最后
从逆境中走出来，自我实现。现

在青少年的生活整体而言比较
顺利，对困境、逆境不好接受。

李佳姁：我跟同学聊天，那
个同学问我，人生下来就不一
样，比如石油大亨的儿子，生下
来 就 拥 有 别 人 一 辈 子 达 不 到
的。我们该怎么办？当时我说，
如果我不努力，这种差距就不会
变小。如果是您，您怎么回答？

杨东平：人的价值并不在这
种比较中呈现，不能用功名利禄
作为人成功的评价标尺；这样的
尺 度 恰 恰 说 明 了 价 值 观 的 混
乱。真正以学术或艺术为生命
的人，根本就不追求那些世俗的
东西，人生真正的价值还是在于
自我实现。

李佳姁：你是不是会觉得，
非京籍的孩子中产生强二代的
数量会更多？

杨东平：我个人趋向于认同
这个观点。在当下的升学竞争
中，非京籍的孩子从资源上可能
不占优势，但从人格成长和竞争
力等方面，作为个体之间的竞
争，今后未必处于弱势。

留学选择 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李佳姁：现在的父母经历过
挫折之后，不忍心再让孩子经历。
您认为青少年最该拥有什么？

杨东平：特别重要的就是
自我发现，只有自我发现了才
能自我实现。现在很多学生高
中毕业时一片茫然，填志愿不
知道写什么，大学四年就是为
了拿文凭，无异于浪费生命。
现在的应试教育模式在培养一
些冷酷自私的学生，他们的目

标就是名牌大学，人性在萎缩，
成为考试机器，这是比较可怕的。

李佳姁：现在谈到教育抱怨
特别多，我们如何吸收正能量？

杨东平：在大众传播和互
联网的时代，我们能够接触和
认识复杂、多元的社会现实，但
教育的难度也在这里。

我们需要通过有效的人文
主义教育、公民教育确立正确
的价值观，在多种声音、多元文

化的环境中充实自己，通过讨
论、辨析和交流明辨是非，不回
避现实，假装不存在，构筑内心
的正能量。虽然青年人对于这
样的教育有强大需求，但在应
试教育环境中，这种人文主义
教育、公民教育又往往被忽视，
因为考试不考这些。这也不完
全是学校的责任，家长给孩子
提供怎样的教育、怎样的指引，
尤其是家长的身教非常重要。

教育缺失 人文教育往往输给应试教育

应试环境下更要构筑内心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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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浦寒川：中国需要的不仅仅是“强二代”，更是培养
“强二代”的教育环境和教育理念。公平的教育环境，是理
想还是幻想呢，期待此次的对话。

@岳志陈：强二代是未来最正能量最时髦的词！没有
绝对的公平，你改变不了的，就改变自己，强化自己。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王荟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李飞

杨东平希望李佳姁在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更应该自我充实，构建一个强大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