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坎〕习年第 4 期
(总第 2 4 9 期 )

全球教育展望
〔奋L ( )B A [

,

E D U C A
`

I
、

旧N

、厂。】3 7

N
、泌

.

2 0 0 8

“
学习圈

”

式教育

— 展望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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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拥 有 100 多年历 史的瑞典学习圈式救育
,

有助 于发展中的社会 向深层 民主迈进
。
因为它有利

于提升国民的知识和教化
,

使徉社会的基本问题得 以 深入 而 广泛地探讨
,

从 而 为构建现代的
、

民主 的
、

和 请的

可持续发展社会莫定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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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终身学 习的需求 日益增长
,

原因之

一在于
,

人们要应对 日新月异的专业挑战
,

或在必

要的时候接受新 的教育
、

开始新 的职业生涯
。

人

们必须为之做好准备
。

终身学习的需求还源于 日

益增长的老龄化健康人 群
,

他们在无法或者不必

劳动时
,

渴望丰富自己的生活
。

与此同时
,

社会也

越来越需要那 些接受过 教育
、

能够履行公 民的职

责并应对现代社会发展 的新挑战的人们
。

此外
,

现代社会
,

人们必须具备广博的综合知识 以及宽

阔的视野和 自信
,

才能不被宗教的
、

政治的或者其

他形形色色的鼓动所蒙蔽或欺骗
。

一
、 “
学习 圈

”

—
不可替代的终身教

育形式

不同形式的正规成人教育在终身学习中扮演

重要角色
,

尤其是对那些 为了从事专业工作 而继

续深造的人们来说
,

更是如此
。

对于年长的公 民

和其他出于更加个性化 的原 因而学习的人来说
,

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成人教育一直是重要的学习机

会
。

比如在瑞典
,

非正规成人教育特别流行
,

其中
“

学习圈
”

是最常见的教育形式
,

瑞典 9 0 0 万人 口

中
,

每年有 巧 0 万人 次参加学习圈 ! 人们加人学

习圈最 主要的是 为了个人 的兴趣
。

在瑞典
,

如果

你想通过学习绘画或弹奏乐 器来丰富生活
,

或者

提高电脑技巧
,

了解更多的社会和文化知识
,

成为

有技能 的摄影师
,

或者更好地 了解你将要 去旅游

的国家
,

并学习诸如中文这样的外语
,

你就可以找

到合适的学习圈
。

此外
,

瑞典人对 自然 的兴趣也

非常浓厚
,

从而还催生了诸如园艺
、

狩猎
、

养鸟
、

航

海
、

导航
、

野外生存等主题的学习圈
。

(一 )培养公 民意识的启象教育形式

培养公民意识
,

仅有正规教育 或者简单的非

正规课程是不够的
,

还需要
“

启蒙教育
” ,

瑞典语里

称作
“

比得宁
” 。 “

启蒙
”

教育使人们拥有更丰富的

信息
,

更能容忍异类观点
,

能够理性思考
。

启蒙教

育既传授广博的一般性知识
,

也培养社会 责任感

这一公 民的基本素质
,

使人们能突破 日常生活的

局限
,

而将视野拓展至更宽广的维度
,

包括全球化

的
、

历史 的
、

生态的等等
,

从而提高他们对事物做

出正确判断的能力
。

同时
,

在道德方面
,

启蒙教育

鼓励人们的行为符合伦理的价值和学理的 目标
。

当今世界
,

急需人们在某些领域立 即采取行

动
。

比如应对全球 变暖
,

仅靠 方向性 的指导是远

远不够的
,

因为知识本身不能 改变现状
。

只有具

备这方面知识和意识的公民愿意支持政治领导人

采取必要的步骤进行可持续 发展
,

并且愿意改变

自身行 为
,

才有希望发生实质性改变
。

瑞典学习圈经验表明
,

学习圈之所 以获得成

功并能够 发挥
“

启 蒙
”

作用 主要 源于 以 下一些特

征 :



— 学习圈方法的精髓在于
,

参与者之间能

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和对话
。

每个学习圈都有 5 -

12 个成员
,

每个成员都是活跃的参与者
。

— 学习圈的规模有助于害怕出丑者树立信

心
,

而那些不敢提出
“

愚鑫
”

问题的人将不得不继

续无知
。

— 每个学 习圈参与者都希望将 自己的知

识
、

经验和观点贡献 出来
.

既 当学生又 当老师
。

(因此
,

我们称他们为
“

参与者
”

)
。

由此
,

学习圈内

将逐渐发展起
“

对话文化
” ,

即尊重不同的观点
、

基

于事实的争论 以及共同做出的决定
。

— 学习时间是学习圈的核心特征
。

大多数

学习圈每周活动一次
,

通常在晚上
,

这样每个人都

可以参加
。

但在两次活动期间也可以进行学习
,

比如
,

成员 自己思考设定的主题或者与他人展开

讨论
。

— 在大多数学 习圈
,

参与者有机会结识在

正式场合不太可能相遇 的人
,

他们拥有不同的社

会背景
,

不 同的宗教信仰
,

不同的兴趣等等
。

— 学习圈组长不同于传统学校老师
,

而是

作为学习圈的一员
,

引导
、

支持学习圈的活动
。

不

过
,

组长也可以通过提问或 提出相反或另类 的观

点来启蒙深层知识
。

— 在各种教育形式 中
,

最重要的因素可能

就是忠诚的老师
,

学 习圈也不例外
。

学习圈组长

很可能是最为忠诚的
,

因为学 习社团的创建者往

往来自非政府组织
,

他们中的许多人受到理想的

鼓舞
。

因此
,

学习圈组 织者 唯一最重要的任务就

是寻找那些能够将
“

自由教育
”

的理念付诸实践的

老师或组长
。

总之
,

学习圈的这些特点为参与者获得启蒙

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

也使学习圈成为培养合

作
、

计划和决策等能力的培训基地
。

现代社会的

企业和组织对各个层面的雇员都越来越强调主动

性和责任感
。

因此
,

学 习圈 的这一功能就显得尤

其重要
。

(二 】自由教育— 学习圈的至离境界

不管人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 “

启蒙教育
”

贯穿人的一生
,

是个持续的过程
,

而且几乎不能孤

立地发展
,

很大程度上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进行

的
,

因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可能发生
。

瑞典的学

习圈体系作为传统的一部分
,

被认为是有意识
、

有

组织地进行
“

民间启蒙
” ,

从 而为
“

启蒙教育
”

提供

了发展的机会
。

“

民间启蒙
”

类似于大学 中的
“

自由教育
”

精

神
。

美国学院和大学联盟将
“

自由教育
”

定义为一

种教育理念
,

它赋予人们权利
,

来获取广博的知

识
、

通用的技巧
,

并培育伦理价值和公民的参与意

识
。

它的特色是
,

就重要的问题向人们挑战
,

因而

更像是一种学习方式而非具体的课程 或学习领

域
。 “

就其本质而言
,

自由教育是全球化和多数主

义的 ( p l u r a l is t i e
)

,

向社会
、

自然和知识界的多样

观点
、

经验保持开放
。

认识到这样的多元性不仅

是知识界的义务也是社会责任
,

再没有其他方式

可 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
,

并追求硕果累累的

生 活
。 ”

川

大学的最高境界便是提供自由教育
,

而学 习

圈的最高境界则是发挥大学的精神
。

因此
,

学习

圈应能提供综合性方法来引发好奇心
、

批判性思

考
,

培养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
,

从而成为终身学习

的一部分 ;学习圈应创造条件
,

使人们能够自由地

追求知识
。

比如瑞 典 的 学 习 圈是 由学习 社 团

( s t u d y a s

溉 ia t io n s
)组 织

,

这 些社 团是非政府组

织
,

并得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助
。

(三 )参与式学习培育集体智慈

然而
,

瑞典学习圈传统中强调得最多的基本

价值和立场
,

大学教育并不天生具有
。

学 习圈概

念背后的基本价值观是
,

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变得

更明智
,

有能力利用学到的知识和具备的理解力

进行思考和行动
,

而学校体系不总是具备这一特

点
。

许多学生在学校 中
“

学会
”

了看轻 自己
,

认为

自己多多少少是愚盘的
。

这是不成熟 的学校体系

具有破坏性影 响的一面
.

给公 民和国家带来了很

大的问题
。

许多成年人不得不在重新开始学习之

前
,

努力摆脱这一偏见造成的困扰
。

学习圈往往

能矫正这样的 自我形象
,

帮助那些在学校中有负

面经历的人们继续接受正规教育
。

瑞典学习圈传统 的另一个基本价值观是
,

所

有公 民都是 自由而独立的个体
,

有权利也有义务

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

如果公民不关心集

体事务
,

现代社会几乎不可能持续
。

因此
,

公民应

积极地参与社会发展
,

以 感受到 自己是社会的一

分子
,

社会也能得益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和贡献
。

人们在参与中所作 的贡献之一便是
“

集体智



慧
” ,

即互相独立 的个人 努力解决问题
、

作出明智

的决定或者预测未来
。

正如 J a m e s S u r o w ie k i 在

他的
“

群体的智慧
”

一书中所表明的那样
,

在某种

条件下
,

无论小群精英如何聪明
,

大型群体比小群

精英更智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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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学习圈式的和谐社会

”

—
历史和

展望

(一 )为和谐社会其基

一百多年来
,

瑞 典学习圈一直是重要 的民主

培训方式
。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间
,

学习圈在发展 民主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

当时
,

大多数瑞典人得不到 良好的正规教育
,

只有

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人 能够拥有一定 的影响力
,

导

致社会不 公和腐败 加剧
。

但许多人组织起 学习

圈
,

后来的很多政治领导人 就是从这些学 习圈中

获得基本知识和训练
,

它为构建和谐的公 民社会

奠定了基础
。

许多当时的学习圈都坚持了很多年
。

学习圈

成员每年或每学期选择一到两门新的学习科 目
,

不仅包括学校的日常科目
,

如瑞典文学
,

还包括与

当地 的政治参与直接相关的科目
,

如经济
。

所有这些学习圈产生了一大成果
,

即许多只

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的人们获得了充分的知识和

训练
。

他们不仅理解了政府管理 的复杂性
,

也积

极参与到管理中来
。

在定期的会 面和讨论中
,

他

们逐渐学会从所有人的需要出发思考问题
,

而不

仅仅关注与 自己相关的小群体的利益
。

过去的几十年里
,

随着瑞典正规教育的发展
,

一些学 习圈成为发展个人兴趣的地方
。

但无论学

习圈的主题是音乐还是电脑技术
,

民主训练仍然

是其重要的副产 品
。

而今天的学 习圈已经发展为更加直接的民主

参与方式
。

例如
,

在议会的代表正式决策前
,

学习

圈会邀请政党成员讨论相关的政治议题
。

学习圈的应用领域远不止于此
。

在瑞典
,

当

心脏病患者进行治疗时
,

除了使用药品外
,

医生还

建议他们使用加人
“

学 习圈
”

这一偏方
,

来学 习如

何更加健康地生活
。

学习圈在政治领域有更深层次地运用
。

它并

非要成为决策机构
,

而是作为一种永久性论坛
,

为

政府和议会解决根本性 的政 治问题提 供决策 咨

询
。

即使最终的政治决策与一些个 人利益相 冲

突
,

学习圈中的讨论和学 习过程本身也将使成员

更好地理解决策背后的复杂性
。

(二 )向深层民主迈进

各方都可得益于学 习圈体系
。

一方面
,

加人

学习圈的普通人在懂得 自己能对 国家发展作出贡

献后
,

不仅感到自己是公民
,

而且感到自己是重要

的公民
。

另一方面
,

政治领导人将获取更多更好

的经验
、

理念和观点
,

而不必依赖于奉承的话
。

几年前
,

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
,

流行起一种

称为
“

民意协商
”

的民主参与方式
,

即在政 治选举

开始前
,

居 住 区 的人 们 聚 拢来商讨 重 要 的议

题
。

3[] 然而
, “

协商投票
”

在美 国这样崇 尚个人 主

义的国家里听上去有点像
“

乌托邦
” 。

即便它暂时

能在某些地方发挥重要作用
,

人们也 不得 不怀 疑

其普适性
。

也许
,

在有强大集体工作 和合作传统

的国家
, “

民意协商
”

方式可能更有趣也更易实行
。

但为什么仅在选举前进行
“

民意协商
”

而不是持续

地进行
“

民意讨论
”

呢 ?

为了组织
“

民意讨论
” ,

你需要许 多像学习圈

这样的论坛
。

通过参与学习圈
,

人们养成 了会见

的习惯
,

并有勇气将心中想法表达 出来
。

学 习圈

模式之所以特别适合发展深层 民主
,

还 因为它强

调公民对社会的共同责任比个人的 自我满足更加

重要
。

综上所述
,

学 习圈将为学 习型社会奠基
。

在

这样的社会里
,

知识和启蒙得 以发展
,

社会的基本

问题得到讨论并解决
。

在中国向深层 民主和可持

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迈进 的过程 中
,

构建基于学 习

圈式的学习型社会将至关重要
。

参考文献
:

[ l ] w w w
.

aac
u

.

o电布~ ~
/ m ed i , k i r / w h a t

一

i , 11阮 ar l
·

de u e a t i o n
.

e fm
.

〔2] 詹姆斯
·

苏洛维 克 ( Jam
e , S u o w ice ik )

. “
群体 的智葱

—
为什

么众 人比少数人 更智慈
”

〔 EB O/ L ] ( A ab e u , .

oL
n d o n 2 0 0 5 ) ;

w w w
.

r a n

do m ho
u s e

.

c o n l / fe a t u r e s / w i s ot n l o f e
m w d s /

[ 3 ] w w w
.

g l龙
r p

com
/ I天 11块 r a t iv e 一 oP ll s

.

h r m
.

( 责任校对
:

杨 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