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军 / 著



目录 

前言 从《大学之路》到《卓越》 ...................................... 5 

1 教育的意义 .................................................................. 12 

自由：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 14 

成长：过程和结果哪个更重要 .................................. 24 

退化：如何看待教育内卷 ......................................... 35 

超越：要求孩子超过自己合理吗 ............................... 44 

2 教育的内容 .................................................................. 56 

分类：如何甄别有用的知识 ...................................... 59 

差异：不同阶段的教育有何区别 .............................. 69 

潜力：课外活动有何必要性 ...................................... 85 

侧重：课程难度和广度哪个更重要 ........................... 95 

3 教育的方式 ................................................................ 110 

规范：文理工分校的德国式教育有何特点 .............. 112 

个性：“另类学校”给我们什么启示 .......................... 124 

兼容：教育的方法如何与社会环境匹配 .................. 137 

方法：教育的关键是什么 ....................................... 148 

4 教育的节奏 ................................................................ 160 

天性：什么是“自然教育” ........................................ 162 

节奏：如何把孩子当作孩子 .................................... 174 

认知：孩子听不懂道理，是因为笨吗 ..................... 185 



 

3 
 

过程：孩子的思维方式是如何形成的 ..................... 195 

多元：如何开发孩子的智力 .................................... 206 

发展：终身教育有何必要性 .................................... 214 

5 教育的道路 ................................................................ 224 

资源：如何理解教育不公平 .................................... 226 

趋势：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该如何选择 ........... 235 

前途：文科专业和理工科专业该如何选择 .............. 244 

平衡：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哪个更重要 .................. 260 

环境：如何看待“怀才不遇” ..................................... 269 

6 我的教育和孩子的教育 .............................................. 278 

选择：不同学校的教育有何差距 ............................. 280 

交流：家长的陪伴有何意义 .................................... 291 

成本：该不该让孩子上辅导班 ................................ 297 

上进：如何看待孩子的同伴压力 ............................. 303 

补充：如何找到合适的课外活动 ............................. 310 

后记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 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 323 



 

4 
 

 



002 | 卓越 

5 
 

 

 

 

 

 

 

 

前言 从《大学之路》到《卓越》 

 

 

 

 

 

 

教育是一个亘古常青的话题，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们 

就非常重视教育，东西方都是如此。今天，教育恐怕是中国家 

庭最为重视也最为头疼的问题。学生们花十几年时间接受教育， 

甚至为此失去了很多快乐；家长们则为了孩子的教育，动用大 

量或全部可支配的财富，甚至为此牺牲自己的生活，十几年乃 

至几十年后教育的成果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在国家和社会层 

面，各种进步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归为教育的结果，各种社会 

问题也都和上一代的教育有关。因此，怎样重视教育都不为过。 

不过，重视教育不等于能进行良好的教育，多投入时间和金钱 

也未必能取得好的教育结果。教育自有其规律，不会因为我们 

心急或者增加投入就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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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的大女儿进入大学。之后，我花了些时间回顾 

我和她走过的不同的求学之路，总结了我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 

的教育工作者的建议，以及学习到的各种教育理论，写了《大 

 

 

 

学之路》 一书。令我非常高兴的是，我在书中总结或者提出的  

一些观点，比如终身教育、通识教育、从同学那里获得教育等， 

已经被很多读者和家长接受。今天，很多年轻人通过各种平台  

接受通识教育，很多职场人也在想尽办法对自己进行终身教育。 

受到这种氛围的鼓舞，在过去七年里，我认真研究了古往今来 

有影响力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学家们关于教育的理论，也 

跟很多年轻人进行了交流，对教育有了更新、更深入的思考， 

特别是在教育的意义和目标、教育即生活、个性化教育，以及 

教育的节奏等方面。2020—2021年，我把其中一些想法分享在 

了得到App 的专栏“硅谷来信3”中。2022年春夏之际，我的  

小女儿完成了大学申请，从高中毕业。于是，我有了较多的时 

间把过去关于教育的想法总结出来，形成了《卓越》这本书。 

说到教育，我们必须先搞清楚教育的目的、意义和目标。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对什么人来讲，教育的目的都应该是让人  

明理，让人从蒙昧状态进入文明开化的状态，从依靠自身经验  

谋生的状态进入利用知识开拓事业的状态。用古希腊先哲柏拉  

图的话讲，就是完成一种“转向”,把人的灵魂从误解、谬误和 

偏见引向真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全方位地接受通 

识教育，了解各种知识，锻炼解决各种问题的能力。这个目的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人应该为自己设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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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教育目标。 

教育目的和教育目标是两回事。理解了教育的目的，还需 

要有具体的目标。比如，对一个来自中下层家庭的孩子来说， 

掌握有效的、能够发挥自己专长的谋生手段应该是教育的第一 

个目标。在达成这个目标之后，通过进一步的学习和实践增加 

自己的影响力，实现人生价值，获得一定的成就感，可以作为  

第二个目标。如果一个孩子或者他的家长设置了不切实际的目 

标，他们就无法达到最终的教育目的，因而感到迷茫，甚至怀 

疑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每个人的教育目标可以非常个性化，它不仅受限于自身的 

条件，也和其生活环境及社会需求有关。在过去的两年里，很 

多人向我询问过一件事——当一个国家或者社会需要让一半年 

轻人被分流到职业教育的轨道上，而不是鼓励所有人都读普通 

大学时，作为个体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但 

很显然，不是所有人都应该把进入普通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 

今天在谈到教育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提到“内卷”这个词， 

这意味着在中小学，甚至在大学，学生们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于是，很多家长，甚至一些老师，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让学生提 

前学，或者让他们在课后多学点。根据我的观察，这种做法在 

短期内确实有效，但效果不会持久。从长期来看，这种做法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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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有害的。如果看看在全世界范围内亚裔学生在大学之前的 

表现和他们后来在科学、工程和艺术领域的贡献，你就会发现， 

早期的那一点点优势在进入大学后荡然无存，甚至很多人在进 

入高中后就后劲不足了。亚裔占了美国各顶级大学录取人数的 

20%以上，但是毕业后在精英人数中的占比却没那么多。出现 

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教育的节奏。 

早在18世纪，著名思想家卢梭就提出，对不同阶段的孩子 

要用不同的培养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在《爱弥儿》 一书中， 

卢梭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设计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 

这些教育内容和今天全世界中小学的教学大纲基本一致。这并  

非巧合。20世纪，著名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经过研究发现，人  

从婴儿到幼儿，再到少年和青年，心智是逐渐成熟的。他认为， 

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教授与孩子心智发育一致的内容。如 

果过早教授大脑难以接受的内容，就会事倍功半。 

比如，在12岁之前，青少年虽然有简单的归纳推理能力， 

但演绎推理能力还没有建立起来。这时，教他们几何学，让他 

们做几何证明题，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吃力。12岁以后的青少年  

只需半个小时就能学会的几何学内容，10岁的孩子可能要花两 

三个小时才能学会。我自己也有过这样的体会。高中时，我花 

一周时间才能搞懂的微积分内容，到大学时一天就能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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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有一个好成绩，就让他们提前学一些知识， 

可结果呢?孩子多花了好几倍时间，积攒的一点点先发优势用 

不了多久就会被别人赶上。同时，由于没时间发展自己的兴趣 

爱好，孩子的一些天赋反而会被埋没。 

我一直认为，培养一个好的孩子，在智力教育方面，最重 

要的是保护孩子与生俱来的善和好奇心。善的意义自不必说， 

每个家长都希望拥有一个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友善的孩子， 

而不是一个聪明的“逆子”。 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社会上会得 

到很多人的帮助，最终过好一生。但是好奇心的重要性，却被  

很多家长忽视了。事实上，人类几乎全部的文明成就都和好奇 

心有关，失去了好奇心，人就变成了机器。如果一个年轻人有 

对世界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学习。反之，如果一直被逼迫着 

学习，他就容易产生逆反心理，就算按照老师和父母的意愿学 

习了，也是在被动学习，效果要比主动学习差很多。 

在成长的每个阶段，除了需要接受智力上的教育，孩子还 

需要了解这个阶段应该知道的为人处世的常识。因为大脑的发 

育问题，7岁前的孩子只会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很难体 

会别人的感受，因此可能会成为我们常说的“熊孩子”。这时， 

简单粗暴的批评不会取得太好的效果。相反，我们需要引导他 

们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培养他们的同理心。7—12岁是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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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孩子同理心的关键时期，培养得好，孩子就会很懂事；培养 

得不好，他们将来就可能会有认知缺陷。在这个阶段，如果一 

味地逼着孩子去刷题、上补习班，就可能会错过对他们心智的 

培养。近年来，我越来越能体会到教育家约翰·杜威说的“教 

育即成长”这句话的意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孩子在年 

龄增长的同时，完成自身全面的成长。 

在孩子18岁之前，父母的陪伴非常重要。我有幸从两个女 

儿小时候一直陪伴到她们18岁离开家。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 

我和太太都尽可能地为她们提供适合她们年龄和发育阶段的各 

种教育。教育使她们变得成熟，有责任感，有同理心，没有产 

生青春期的逆反行为。对此，我感到非常欣慰。虽然我和太太 

并没有逼她们考高分，更没有送她们去上补习班、参加各种竞 

赛，但她们最终都考上了美国顶级的私立大学——大女儿上的 

是麻省理工学院，小女儿上的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希望 

她们能接受全方位的教育，为将来面对社会做好心理上、身体 

上和品德上的准备。 

教育的方法是多元的，没有一定之规。但是，好的教育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受教育者终身受益；而坏的教育也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孩子将来花一辈子的时间修复年轻 

时受到的创伤。在《卓越》 一书中，我会从教育的意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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