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技术时代推动了同步通信的发展，数字应用层出不穷，人工智能势头正旺，一大批人
因此尝到科技的甜头，或得到工作上的助力，或获得新型工作机会。与此同时，更多的人
却面临着相反的困境，科技进步似乎与他们毫不相关，有些人甚至破产失业。虽然有部分
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试图改革现有体制，保障职业安全，为失业工人提供再培训机
会。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行之有效，但却没能解决最根本问题：教育不能帮助个人
具备优秀的洞察力、世界观和成功驾驭当下动荡的文化-金融-科技时代的基本技能。本文
开头简要讨论几种已有的应对之策，随后提出一种基于传统的新模式，帮助个人在数字技
术日益异化的今天具备自我更新与自我反思的能力。实际上，本文的目的是要我们用数字
技术教会人们如何利用新技术获得知识，让日新月异的技术成为服务于人类的教育工具。

Eugene Michael Geinzer, S.J. 甘优生

 are we educaTinG Those who need educaTion?  
educaTinG The “70’s” (The 70% who don’T aTTend colleGe) 

利氏学社观点教育如何面向最需要教育的人？
教育象牙塔之外的70%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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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背景

最
近发生的一系列全球性“国人政
治”事件说明，我们这个时代是
多么需要教育：选择“脱欧”的

是那些“...老人、没有读过大学的人、处
于社会底层的人”(克拉克、古德温、怀特
利，2017)，特朗普的胜选，玛琳-勒庞向法
国总统宝座的高歌猛进，杜特尔特当选菲律
宾总统，德国另类选择党赢得联邦议院94个
席位，香港针对黄雨伞运动的打压。这些严
酷的事实发出的信号更加令人不安：那就
是“人们变得越来越极端、对他人的看法越
来越不宽容”(张，2017)。 
    相反的，“受教育阶层”忙于“容忍、
资源共享、市场开放、接纳移民”等议题，
却对自己的主要盟友——下层群众的受损视
而不见，他们是被涨薪等福利遗忘的整整一
代人(古德温，希思，2016)。这个重要的盟
友用选票——表达了对富裕的受教育阶层的
全球化优雅态度的倦怠。
    如果教育是为了共同利益，令人担心是
如此多的人因未能受到教育而不能从“他
者”的角度看待共同利益。这些希伯来《圣
经》(《旧约》)中的“异类”，已经遗忘
了“你们要爱与己不同的人，就像爱自己一
样；因为你们到了埃及的土地上也将成为异
类”(利未记，21:33)的教诲。既然耶稣会致
力于主及众人的无上荣耀，为了更大的共同
利益，现在应该从大学的精英教育，转向那
被遗忘的70%——世界上未能走进大学校园的
70%人口。

通行教育模式无法解决的问题

各类预科学校、学院和大学倾尽全力，
培养国家未来的领导者，而无论在哪个国
家，仅仅有30-35%的公民有机会获得大学文
凭(经合组织，2011，p.40)。就像利玛窦当
年仅与少数皈依的精英对话，而难与底层
百姓接触一样（雅克·贝德松，2011），
当代高等教育也没有走到民众中间。换句话
说，“批判性思维”和“宏观思维”的思想
方法训练仅局限在“受教育阶层”的圈子。
我们并没有教育那些真正需要“学习如何学
习”的人。

有太多的新闻报道把移民斥为“侵入
式”或“冒犯性负担”。想想东欧国家近期

的移民新闻或缅甸境内罗兴亚族的悲惨处境
（桑特拉 & 卞福汝，2018，第3页），不正
是鲜明的例子吗？有人竟将气候变化视为骗
局，何其愚蠢（德林波尔，2018，第1页）
。公众竟无视科学论证，对有害能源的复兴
热烈欢迎，想借此保住饭碗，何其无知。我
们轻易地放弃言论自由，希望得到“无处不
在”的政府的庇护，何其可悲。精英们由此
将金融市场牢牢抓在手中，而没上过大学的
公民却被排除在外。白人世界强烈反对“世
界全球化”，这深深刺痛了我们每个人的
心。有句话说得好，只有当底层百姓威胁到
精英们的人身安全，他们才会想办法解决后
者的困境。

许多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虽认识
到贫富悬殊的问题，却毫无作为；未受过良
好教育或未充分就业的平民经受着贫富悬殊
的后果，却不能理解其背后的原因，这启发
我们，既没有国家领袖也没有普通大众能对
这些世界难题提出积极有效的解决办法。“
没机会接受教育的人更容易理解为什么要脱
离欧盟……因为教育鸿沟的存在，人们才能
理解英国脱欧的好处……“（古德温 & 希
思，2016）。英国人在脱欧问题上的投票以
及特朗普和勒庞的上台使我们看到大众的无
奈以及无知（可以被原谅的），以及他们对
教育的迫切需求。

教育为了共同利益：挑战与难题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失业及未
充分就业人群中，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技能
欠缺，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工作要求和个人
技能不对等。例如一个技师当披萨配送员会
抱怨自己是大材小用。更棘手的是，当经济
发生转型，如生态问题使得传统化石燃料行
业就业不景气，一些典型的恶性关联事件时
有发生。无论在哪个社会，失业人群及对现
状不满的阶级都是一股危险力量，是ISIS、
黑社会、毒品泛滥的摇篮。“工作机会倒是
有，但公司需要的和工人能给与的存在严重
的不匹配（投资百科网，日期不详）。”对
适应性技能欠缺的人来说，即将失业或不能
充分就业会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

面对这个问题，下面是一些具有典型意
义的解决办法，通常是针对周期性就业动荡
提出的短期性、有针对性的临时解决方案。

“已经消失的工作……（是）过去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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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劳动阶级掌握的好工作……已经消失，不
会再有。自动化等技术的发展加剧了这种情
况”（布吕尼希，2017，第31页）。许多人
甚至放弃找工作。根据美国政府的官方数
据，全国失业率为4.4%，但有17.5%处在最佳
就业年龄（24-55岁）的男性却处在失业状态
（戴尔，2017）。丹麦等国家政府曾对“新
工作趋势”做出了成功的预测。  

丹麦将超过4%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职
业培训及支持，这个数字几乎等同于
美国军事预算，而美国仅将0.7%的国
内生产总值用于再就业培训支持。丹
麦人是运用科学精神处理就业问题的
（希尔，2013年）。

“新技术学派”：新技术学派在丹麦很
受欢迎，因为该学派预测未来会出现新型工
作机会，如计算机编程、机器人、人工智能
等，这些代表工业、教育及就业领域的最新
趋势。“（机器人）即将消灭枯燥乏味的重
复性工作，创造新工种……（马里奥，2017
年，第A3页）”如此一来，我们不得不面临
一个新问题：如何安置那些因机器人出现而
被迫失业的人口？“新技术学派”的不足之
处在于他们提出的只是一种临时性策略，无
法实现人类更深层次的长期性目标。

“街头智慧学派”：有些非常聪明的年
轻人成为了黑帮分子、皮条客或毒品贩子，
他们是所谓的“街头智慧”。他们抛弃了受
教育的机会是因为教育的回报太慢，这似乎
是个很合理的解释。但我们更需要问问自
己，为什么教育吸引不了他们，为什么教育
给不了他们好的工作机会。有部分人已经行
动起来，帮助他们改邪归正，“阶级身份是
挽救过程中不可抹去的印记。”洛杉矶前黑
帮成员创业机构Homeboy公司正在帮助这些
人离开帮派，洗掉文身，给他们提供教育机
会，让他们在Homeboy创办的企业学会一些过
渡性技能（教育服务，日期不详）。这些救
助行为和补救策略着实令人钦佩，但他们仍
然无法弥补早期教育的缺陷。

技术学派：德国、韩国、瑞士和日本
的制造业讲求“精细加工”，为技术工人提
供实用教育和良好的就业机会。工人在丰厚
的薪酬奖励下，工作自豪感很强。这不正说
明，技术工人需要的不是“高等教育”而
是“替代性教育”吗？然而，大学人文教育

只是提供一个包括深入多样的学科调查的丰
富的菜单，其中很多信息是技术工人压根不
需要的。不过“高等教育”和“替代性教
育”都可以帮助学生培养强大的认知和解决
问题的技能。这些“……技能在重要性上
甚至超过传统的招聘门槛，如大学学位”（
劳尔，2017，B1）。重要的是，我们要从这
些国家的实践中吸取经验教训。虽然职业学

校距离实现工作生活对口的目标最近，但仍
然存在一个问题：如此一来，人接受教育的
目的变成了为获得某些重要却局限的工作岗
位。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个人断送了智力发
展的机会。

初级劳动学校：工会曾经是一支保护非
熟练工人、快餐服务和简单重复性劳动的强
大力量。我们要意识到是低工资、低成本的
循环迫使某些产业外流，大量工人失业，所
以就业政策亟待更新。无人驾驶的卡车，看
守仓库的机器人，3D打印的物品，以及自动
沙拉机都使我们意识到各种各样的简单劳动
难以避免自动化。未来的工人将处在科技应
用的金字塔顶端。金利•萨尔蒙（2018）曾评
论道，“在通识教育领域，人类有望在三个
方面继续超越机器：构思创意、识别大型模
式以及复杂的交流”（第8页）。当前面临
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帮助人们理解这些转变，
如何挖掘人类的三大优势，如何安置失业工
人。正如萨尔蒙（2018，第6页）所言，

过去一条生产线的运作可能需要100
个人，自动化兴起后，这条生产线仅
需10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帮助失
业人群找到高产出、高薪酬的工作机
会……

尽管上面提到的每一个设想都非常优
秀，但他们都是面向特定的不同群体。笔者
倡导的是一种“面向共同利益”的通识教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在
失业及未充分就业人群中，
一部分人是因为工作技能欠
缺，另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工
作要求和个人技能不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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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借助这种教育，我们应当引导学生成为
充满创意、能自我更新、富有成效的人。聪
明机智、自我实现的有用公民。教育学生如
何预判职业调整，如何调节情绪受挫，如何
处理基本信息，如何保持长足的好奇心，这
些都是一名好老师应当毕生追求的目标。

为70%的人口做准备

我们已经忘记，究竟是哪一年人们不再
需要亲手打开汽车引擎盖，亲自维修活塞、
汽化器，调节引擎的嗡嗡声。机械时代已经
结束；只有电脑化的维修厂才可以修理汽
车。电子时代与数字时代实现了无缝衔接。

由于相机、手机、电脑、光伏电池、大
气传感器、电动汽车、自动收费站、自动取
款机等数码设备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无可
避免地，我们用小小的“点击”动作取代了
人类出纳员、售票员、修理工、建筑督察的
工作。但是，尽管农业时代、机械时代、电
子时代的优势早已消失，但数以百万的人仍
然坚持着过时的工作方式。“尽管提高了竞

争力，令人们非常欣喜……（德国2010年议
程）却导致工人无法跟上这个快速变化的灵
活的就业市场”(艾迪，2017：A4)。人们不
仅仅是因为怀旧才坚持旧的劳动方式，而是
因为那些都是实打实的工作。工人失业不全
是因为国外劳工“偷了”我们的工作，38%（
根据普华永道事务所的预测）的工作流失是
因为自动化发展的缘故（戴尔，2017）。

美国硅谷、中国海淀、印度班加罗尔的
奇迹般崛起告诉我们，创新潮的兴起可以创
造数以百万的工作机会，但这些工作机会都
要求极复杂的技术。更糟糕的是，这些新工
作的转换周期不是几周，而是几年。举个例
子，萨尔曼（2018）表示对于一个30岁以下
的无业丹麦人来说，“……工作培训、教育

咨询等组合需求必须维持在6个月左右（第12
页）。”因为劳动力逐渐“机器人化”，数
以百万的工人不得不面临重大的职业挫折。
事实上，他们没有能力应对新的生活。英国
脱欧公投通过、特朗普上台、德国另类选择
党赢得众多选票，这些都是民众对现实不满
的结果，而造成这种不满的关键因素正是就
业市场的动荡以及无力应对的工人的不满。
举个例子，

我们发现在在英国脱欧选票最高的地
区，相当多人不具备任何的就业资
格，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后工业经济中
脆弱无力。（古德温，希思，2016）
工人的突然失业，以及对不受监管的移

民抢占国内就业市场的恐惧是导致英国脱欧
公投通过和特朗普上台的主要原因。尽管受
教育阶层对活力迸发的全球经济持欢迎的态
度，但普通民众却被远远隔离在围墙之外。
要帮助学生找到适应新环境的办法，对于知
道如何激励不爱学习的学生的我们（老师）
来说很有吸引；这项任务既令人生畏又吸引
人。我们为什么必须接受这个挑战，这一点
显而易见。我们应该教什么，怎么教是接下
来要讨论的两个问题。

如何教，教什么

针对死气沉沉的就业市场和陈腐过时的
工作模式，我们要解救人们出来，要像体育
教练那样训练人们的灵敏度。下面是“如何
教”的几个要素：

• 好奇心。“好奇心不会杀死猫。”但无聊
可以。要有兴趣学习，人必须对目标话题
感兴趣。

• 情感动因：好奇心可以激发我们的注意
力，但要维持注意力，情感因素必不可
少。我曾告诫我的学生，“永远不要选一
个自己不感兴趣的研究主题。”

• 毅力：好奇心可以激发欲望，欲望给予我
们研究的乐趣，而毅力让我们在情感上或
智力上持之以恒。毅力可以通过不断的成
功获取。毅力使我们的研究持续下去。

• 共鸣：除非“意识到（探索发现的）内在
相似性”，否则人们的发现就是分离的，
互不关联的。一旦人们发现新发现与旧发
现的紧密关联，人们就可以将其融会贯
通，并内化吸收。人们会把新发现与旧知

教育学生如何预判职业调
整，如何调节情绪受挫，如
何处理基本信息，如何保持
长足的好奇心，这些都是一
名好老师应当毕生追求的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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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有机融合。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一个人必须摒弃停
滞不前的惰性，保持学习动力，勇敢面对新
挑战。威廉·林奇在《耶稣与普罗米修斯》
一书中写道，“偷了火却反悔”是“非普罗
米修斯式的”行为（林奇，1972）。必须抵
制这种放弃新发现的火的欲望。如果一个人
能实现发现—提高洞察力—再发现的历史循
环，他就可以在保持谦卑的同时持续进步。
有关好奇心、情感动因、毅力、共鸣的教育
在大学教育里屡见不鲜，但对那些高中毕业
即就业，不再接受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却失
去了拿到通向优秀职业机会大门的钥匙的机
会。

项目资助情况

出于这些原因，许多国家对“高中后
教育”的财政预算分配明显不足也就不足为
奇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报告称，“2013
年，经合组织各成员国小学至大学每年的生
均教育支出”为：

英国：小学$10,669 / 中学$12,200 
Secondary /大学 $25,744;
日本：小学$8,748 / 中学$10,275 /
大学$17,883;
澳大利亚：小学 $8,289 / 中学
$10,932 /大学 $18,337。1 (经合组
织, 2013)

当然我并不建议分出高等教育的一部分
给“替代性教育”。我的意思是是否可以拿
出另外1%的国内生产总值，用来扩大教育范
围。正如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丹麦已经把4%
的GDP用在职业培训支持方面。

1 这里说的“大学教育”不对学院教育和职业教育做区
分。

如何实施新模式

既然有了新教育模式，如何实施呢？还
有个问题：“什么时候实施呢？” 关于这
些问题，我从蒙特梭利教育学派借鉴了一些
方法论经验。萨尔蒙（2018）写到，“通识
教育应该重点培养学生的特定技能，帮助学
生学会与机器共事。蒙特梭利教育学家已经
做出此类尝试。”（第8页）。有人对蒙特梭
利的教育模式持批评态度（如华德福教育学
派），认为这种教育是精英教育，且费用过
高，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如果早期奠定了坚
实的教育基础，后期就省去了因工作不满意
及失业裁员等可能引发的更高的代价。更重
要的是，在对公共教育与蒙特梭利教育的年
度成本做核算对比时，我们发现后者的费用
并不是十分昂贵 2。

1. 我们可以在早期教育阶段借鉴蒙特梭利的
做法。如果说，好奇心是学习的动力，那
我们应当在孩子探索兴趣的时候陪伴左右
（这样可以强化他们的好奇心）。不过，
在给与帮助的同时，千万不要干扰学生个
人兴趣的发展和探索的尝试。

2. 在传输信息为主的初中阶段，我们可以向
学生展示主动提问并积极求解的乐趣所
在，引导他们像侦探一样不找到答案不罢
休。提供丰富的实质性材料，提供计算机
搜索资源，引导他们从似是而非的信息
中“筛选”答案（同时制定纪律规范，锻
炼学生毅力）——这些是我们应给予学生
的“服务”。

3. 在高中阶段，我们可以帮助学生对知识进
行融会贯通，帮助学生熟悉社会关系。指
引学生如何运用信息与同伴互通有无，如
何尊重分歧，欣赏一致。在这个阶段，我
们可以展示给他们，说服和伦理诉求是同
伴社交中不可或缺且具有吸引力的两个方
式。

4. 总结12年的小学、中学教育，我们认为这
段时期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让学生认识到探
索兴趣、搜集信息、交换意见的愉悦感和
吸引力。

2 报告——《是什么造就了蒙特梭利教育？》引用了蒙特
梭利教育模式下各级教育的平均成本数据（蒙特梭利，日期不详）
。数据显示蒙特梭利教育费用与美国公共教育平台的最新成本数据
不相上下（241房间教育组织，2018）。

如果早期奠定了坚实的教育
基础，后期就省去了因工作
不满意及失业裁员等可能引

发的更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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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众的平台

我建议大家从所谓的教育的“敌人”身
上吸取经验教训，如iPod，智能手机、社交
软件和互联网。我们需要借鉴某些成功行业
的成功之道，以适应教育的发展。

1. 如果某个新产品能在45秒内广而告之（
例如BBC插播广告），那么我们也可以用
同样的时间掌握之前提到的经验。图像、
声音、动作都可以用于教育。在“即时文
化”里，我们需要“即时”技术。

2. 互联网的广告弹窗都是补充性的，可以引
导人们观看更长时间的展示（如何烘焙蛋
糕）。

3. 善用互联网搜索找到有价值的文章和专业
技能。

4. 电视或影院购物节目可以准确定位目标人
群。

结语

高等教育致力于培养未来行动的领导
者，但依靠这些人来培养或塑造70%的人口，
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且效益极低。更重
要的是，快速变化的创新市场与70%无法适
应其变化的人口存在巨大的错位。这种情况
亟待解决。当然我们的目标不是抛弃领导者
教育，而是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为未受过良好
教育的人提供教育机会。智能手机、无线网
络、覆盖式商业广告及窗口弹出技术以及其
他数字创新可以使这些人便捷地获得教育资
源。

甘优生,主教北京中国学中心

Translated by 翻译: Liang Yang 梁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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