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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见识锤炼真本领

——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④

本报评论部

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全球视野的人才，不仅能肩负起建设祖国的使命，

而且能承担起为世界、为人类作贡献的责任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传授知识是教育的重要功能。“要

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

学，增长见识，丰富学识，沿着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的方向前进。”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导、殷殷期许，值得为人师者

和莘莘学子铭记在心。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的节奏不断加快。有学者曾根据放射性元素衰变

的原理，提出“知识半衰期”说法：一个专业人士的知识如果不更新，在

“半衰期”后，基础知识仍可用，但其他一半新知识却已落伍。据测算，

1950 年前的知识半衰期为 50 年，21 世纪知识的半衰期平均为 3.2 年，IT

高级工程师的仅为 1.8年。传统学人“书读完了”的感叹再也不会出现，如

今的学习，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还需保持加速度。增长知识见识，

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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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出版的繁荣、互联网的兴盛，使得知识获取

的成本大大下降。“学好数理化”不再成为求知边界，通识教育正不断打

开知识视野。因此，若以知识宽度论，今天学子可以完胜过去。然而，广

度之外，同样需要有深度。书不多，反能精读以致“韦编三绝”；诱惑少，

所以心无旁骛不断钻研。将有限的注意力资源用到最有效的地方，才会有

“铁杵磨成针”的成就。因此，既要重视知识的宽度，也要重视学习的深

度，在努力扩大知识半径的同时，避免陷入平面化的“知识焦虑”，落入

浅尝辄止的学习路径。

既有知识的宽度，又有知识的深度，才能在积累知识的基础上形成卓

越的见识。当前，许多领域深入发展，创新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芯片技术

如何突破？人工智能领域如何推进？东西方文化如何更好交融？这有赖于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尽管传授高深知识的使命往往在高等教育，

但是培养钻研精神却需要从小抓起。面对全球化竞争，教育者需要引导学

生，摆脱简单的记诵，在慎思明辨上下功夫；关注知识的积累，更注重思

维的锤炼。换句话说，一种好的教育，既教会学生如何数清掉落的苹果，

更激发学生思考为何苹果是掉下来而非飞上天。

知识传承很重要，见识的培育更关键。在古汉语中，“知”与“识”

相连又有别。知是获取信息，是第一层级；识是具备见解，是更高层级。

由知而识，方为智慧。一方面，正所谓“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注

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才算得上学懂弄通；而另一方

面，具备粗中取精的信息筛选力、去伪存真的知识鉴别力、把握时代大势

的洞察力，方能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从容不迫。从路径上说，培养见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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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开课堂，但也不能囿于课堂，既需要言传，更需要鼓励学生在敏于求知、

勤于学习、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过程中去主动领悟与把握。

今天谈增长知识与见识，不仅指向“上下五千年”，更要围绕“纵横

八万里”。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中国情怀，而且要

有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回顾历史，中国在全球化道路上每进一步，都离

不开全球视野为先导。近代化早期，有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有林纾、

严复等大规模译介外国经典；改革开放初期，有勒紧裤腰带公派留学生，

更有打开国门搞建设；今天，面向更高层次的开放以及建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目标，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有天下观的英才。教育引导学生关注世

界形势及其发展变化，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全球视野的人才，不仅能肩负

起建设祖国的使命，而且能承担起为世界、为人类作贡献的责任。

荀子的《劝学》，为勉学名篇，其荦荦大端，要义在开篇一句：“学

不可以已”。学无止境，业有专攻，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不断锤炼

年轻人干事创业的真本领，就一定能培养更多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最强大的人才支撑。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2018 年 9 月 20 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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