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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从考试中知道什么

安富海

在我们的教育生活中，考试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几乎到了主宰整个教育活动的

地步。校长、教师、家长、学生，乃至各级

政府都将考试看作是教育生活中的头等大

事，每年中考高考前的 “壮观场面”是这一

现象的最好诠释。学生自入学始，他们的生

活就充满考试，考试也成为他们一个接一个

的人生目标。每一个学生都在竭尽全力甚至

不择手段通过考试来赢得教师、家长和亲朋

好友的赞许。我们理直气壮地告诉世人，考

试是当前中国最公平的一种评价方式，并通

过正反案例的不断强化使公众陷入无奈的

“认同”和疯狂的竞争之中。我们也自豪我

们能从考试中甄别出学生的 “优劣”，能从

考试中知道学生哪个知识点掌握了、掌握的

程度如何，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

何，等等。然而，我们却忽略了 “无法从考

试中知道”的、对学生作为人的成长和发展

更重要的东西。

不久前，英国广播公司刊登了由英国兰

开夏郡Ｂａｒｒｏｗｆｏｒｄ小学教师艾米·伯基特

和瑞秋·汤姆森共同写的一封信，他们在向

六年级学生发放成绩单时，附上了这样一封

充满爱心与鼓励的信。

亲爱的×××同学：

请查收此次考试结果，我们为你感到骄

傲，因为你已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在考试中

展现了最好的自己。

但是，请你明白，我们知道这些考试不

能衡量出每个人的独特之处，那些出题和判

分的人并不了解你们———他们和老师不同，

也肯定无法与你的家人相提并论。

他们无法从考试中知道，你们中的许多

人掌握两门语言。他们无法从考试中知道，

你精通一种乐器、能歌善舞、有绘画天赋。

他们无法从考试中知道，你受同学欢迎，你

的笑脸可以带给朋友一整天的好心情。他们

无法从考试中知道，你擅长写诗谱曲、热爱

运动、喜欢思考未来、能在放学后照顾弟弟

妹妹。他们无法从考试中知道，你曾经到过

许多风景优美的地方，能讲出美妙的故事，

享受和家人及朋友在一起的时光。他们无法

从考试中知道，你值得信赖，又热情、体

贴，每天都在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

虽然考试成绩能反映一些事情，但这并

不代表一切。所以，请快乐地看待自己的分

数，并为此感到自豪。要明白，有许多方式

可以证明你是个出色的人，分数并不是唯一

的途径。［１］

这封信对我们这些将考试视为法宝的教

育人无疑是当头棒喝，也让我们再一次深刻

反思我们全民参与的考试。我们费尽心思、

兴师动众地研究考试、组织考试，以至于把

作为手段的考试当成整个教育的目的。在这

条路上，我们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从哪

里出发，以及为什么出发。正如信中所说，

考试虽然能反映一些事件，从考试中我们的

确可以了解学生对某些知识和能力的学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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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然而，认知能力只是百花丛中鲜艳的一

支，而不是全部。人的发展需要的是百花齐

放，而非一枝独秀。

我们从考试中无法知道的是学生享受学

习、积极向学的生命特质。知识对于学习者

来说固然重要，但从教育活动的本身所追求

的价值来看，学生学习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

知识与人之间内在的联系，个体充满活力的

投入学习的状态。一个人年少的时候，学习

压力过大，不仅无法享受学习，更主要的是

不会扩展天然的好奇心，不能促成向学特性

的形成。一个人在年少时期内在的激活了他

的向学之心，他才可能拥有纯粹的求知热

情。这种纯粹的求知热情，会不断地激发他

探索未知世界，也是他在一些领域取得成就

的重要前提。因此，个体以什么样的姿态进

入学习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我们从考试中无法知道的是学生热爱运

动和喜欢思考的性格特征。生命在于运动，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是 “１”等等这些

妇孺皆知的真理都被当作 “装饰”挂在学校

的教室里、走廊里，写在国家的教育文件里

和校长的讲话稿里，然而，“成绩至上”的

追求使这些至理名言永远定格在墙上和文件

里。在学校里，我们看到了太多的 “四肢简

单、头脑发达”的 “残疾人”。以至于许多

学校因害怕学生在运动中出问题而取消体育

课和运动会。生命在于运动，放弃运动，就

等于放弃生命。因此，热爱运动比考试成绩

更重要。勤于动脑、善于思考比考试成绩更

重要。永无止境的题海使许多学生已经失去

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孩子们的学习乐趣被剥

夺了，生活乐趣被剥夺了，独立的人格没有

了，不会思考，只会人云亦云。朝气蓬勃的

少年成了俯首帖耳、谨小慎微、唯答案是从

的学习的奴隶。综观国内外，但凡在一些领

域能够取得卓越成就的人都是勤于动脑、善

于思考的人。钱学森之问的核心就是如何培

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问题。因为杰出人才就是

有创造能力的人才，而创造力来自于想象

力，想象力又依赖个人的思考。我们从考试

中能够知道的是学生记忆知识和运用知识的

能力，我们从考试中无法知道的是学生喜欢

思考的心理倾向。而喜欢思考又是走向创造

的充要条件，因此，喜欢思考比考试成绩更

重要。

我们从考试中无法知道的是值得信赖的

积极评价。诚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２０１１

年２月２７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友交谈时

说道：“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最大

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社会诚信，二是政府

的公信力，这两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表现方

面。”对于社会来说，再美好的政策，再完

美的体系，一旦缺乏诚信，再英明的领导也

会一败涂地。对个人来说，诚信是我们的立

人之本，是一个人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一个

人一旦失去了别人对自己的信赖，就等于失

去了整个世界，当然学业的进步、事业的成

功、生活的幸福就无从谈起。诚信是一种自

我的道德力量，学校对教师的信任，带来教

师的自尊；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带来学生的

自尊。任何个人或团体一旦有了自尊，就会

像释放原子能一样，产生令人难以想象的力

量，创造出人类的奇迹。因此，值得信赖的

积极评价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我们从考试中无法知道的是受同学欢

迎、给同学带来快乐的乐观态度。一个能受

同学欢迎，给同学带来快乐的人必然是一个

性格开朗、态度乐观、懂得尊重、善于合作

的人。一个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多年的人一定

能体会到性格开朗、态度乐观之于自己生存

生活的意义，也一定能领悟到懂得尊重、善

于合作之于自己事业发展的价值。人的一生

是一个不断探险的过程，其间必然遇到困

难，甚至遭遇灾难，开朗的性格、乐观的态

度会不断调整自己并给让自己平静地面对困

难的理由，而不会选择 “跳楼”等终止生命

的极端行为，而且他的乐观的态度也会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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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人受益。与人相处懂得尊重别人、与人

合作知道让利于人，这正是我们教育所努力

实现的目标，只不过这种育人目标只是存在

于我们的文件中，并被教育人有意或无意地

忽视而已。实践反复向我们证明，一个人受

他人欢迎及受重视的程度有多高，他的自我

价值就有多高。因此，受同学欢迎、给同学

带来快乐的乐观态度比考试成绩更重要。

我们从考试中无法知道的是尽全力做最

好的自己的拼搏精神。教育就是要使每个人

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那儿得到充分的发

展，所谓 “安其所，遂其生”。我们的教育

常常让学生活在别人的视野里，给别人 “交

差”，和别人 “比高低”。事实上，社会给每

个人提供了不同的舞台，只要在自己的舞台

上竭尽全力扮好自己的角色，将自己的价值

发挥到极限，不管是令人瞩目的，还是普通

平凡的，那都是一个成功者。梅的凌寒，兰

的幽香，竹的坚贞，菊的淡泊，它们都在自

己的天地中展示独有的风韵；鹰击长空，鱼

翔浅底，虎啸深山，驼走大漠，它们都在自

己的领域中尽显独特的魅力。在现实社会

中，许多人都有自己无法实现的梦想，许多

事情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

是不要茫然，改变自己的心态，改变自己的

情绪，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充分燃烧，追求最好的自

己。这种平静的心态和超越自我的奋斗精神

难道没有一两次高分的考试成绩重要吗？

享受学习、热爱运动、喜欢思考、值得

信赖、受人欢迎、给人快乐、尽全力做最好

的自己等这些特质都是一个健康的人的个性

特质，也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可能创造奇

迹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人的必备的素

质，而这些优秀的个性特质又 “无法从考试

中知道”，因此，请大家快乐地看待学生的

分数，不要迷信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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