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窗外读后感(精选9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是时
候写一篇读后感好好记录一下了。可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
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读后感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
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窗外读后感篇一

有房子就有窗子,有窗子就有人,人生活在窗里面,可是窗外的
世界比窗子里美丽。

---题记

十八岁多好的年龄。许多作家诗人都歌颂十八岁，这是一个
做梦的年龄。每个人都有满脑子可怜的梦---说可怜是因为这
些梦很简单却永不能实现。它被电阻、牛顿定律所包围,慢慢
磨蚀,被升学的压力、沉重的学业负担所取代。可怜的十八岁。

“我从没有爱过中学生活，可是，今天我却想哭。”初高中
该是一个人最重要最深刻的记忆吧。那时懵懂的羞涩，纯真
的友情，简单快乐的心情，那是我们最美好的回忆，虽然时
隔多年，却永远不会忘记。那时我们常常被沉重的课业负担
压抑着，为了取得好成绩，为了考入好的大学，我们压抑着
自己的'心情，不敢放松丝毫。或许还有人给哪个老师去这样
那样的外号吧，可也只敢在私下里说说而已，在那老师的面
前你还是一名好学生。

“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边泪共阶前雨,隔个窗
儿滴到明。”每个人从小到大会有许多梦想，不是对最初的
梦想不坚定，或许是清楚看到了自己的局限，或许是现实的
种种阻碍。曾经我想成为一名警察，后来我想成为成为一名
设计者，再后来我想成为一名普通的小职员，现在我只想成
为一名教师而已。我想和孩子们在一起，我喜欢孩子那纯真



的笑脸。

江雁容，18岁，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却对数理化永远不开
窍；感情极其敏感，渴望爱却又缺乏爱的矛盾体。“一个奇
异的女孩子，这个小女孩，小小的女孩，纯洁得像只小白
鸽”。“我可以用全心来爱人，一点也不保留，但如遇挫折
我也会全心来恨人。”

人的感情是很脆弱的，但他的付出远远大于收获是，它也会
失去，由爱生恨很简单；要消除恨其实却也不难，但终归存
了芥蒂，不会再像原来那样单纯了。

康南，40多岁，结过婚，妻子为救其而死；一个孤高自傲，
不与其他老师为伍却受到广大学生好评的国学老师。“一只
失去同伴的孤鹤。”

这样的两个人之间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被不允许的，
结果可想而知。面对学业的失败和爱情的禁锢，江毅然走向
了自杀的道路。后来经过了种种妥协争斗，经放弃了与康的
爱情，三年后她遇到了现在的爱人并结为夫妻。她爱他，他
也爱她。可是他太多疑了，最后闹得江离家出走。江去找康，
康的朋友告诉她他们都不是原来的那个他（她）。康现在的
生活很邋遢，江的婚姻是最大的障碍------想结婚容易离婚
就难了。面对着来来往往的车辆，江不知道该去往何处-----
。。。。。。

周子安：江的死党，戏称江的“情夫”，擅长吉他音乐，理
科专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爱情，开始不相信爱情，“爱情
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世界上永远不会有真正持久的爱情。
如果你对爱情认真，你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最终却
也走进幸福的婚姻殿堂。

爱情，是每个人所追求的吧？！或许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或
许只是因为羞怯害怕而不敢说出来，觉得只要每天能默默地



看着他（她）就好。当然也有大胆追求者，结果也是有喜有
悲吧。

还有程心雯，江的另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她永远是那么开
心，没心没肺，成绩虽然不优秀，却也不会因此而让自己过
得不快乐。最后也是学业有成，爱情大丰收。

我同情江，她过得真的很可怜；羡慕周子安，虽然受过伤，
可她过得还是很潇洒；可我还是最喜欢程心雯的，因为她活
得最开心，不曾委屈了自己。

我知道自己是也只是一只丑小鸭，变不了白天鹅。面对幸运
之神的幸临，我也只会感到恐慌。我就像一只趴在玻璃上的
苍蝇，前途一片光明，但却找不到出路。

在别人眼里江是最幸福的一个，可实际却是最不幸的一个。
没有人会往深里去关心你，他们所能看到的只是表面而已。
希望江能快些振作起来，依靠自己的能力寻找自己的幸福。
既然有文学方面的天赋，那就好好利用。曾经我也想写些东
西，可是每次都是写了个开始就隔那了。

新的一年，我不会再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不管怎样，我都
要活出最精彩的自己，就算是丑小鸭，我也要做一只骄傲的
丑小鸭！

窗外读后感篇二

第一次读琼瑶阿姨的小说。感觉读完心里有点闷闷的。我妈
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琼瑶的小说，又把自己活成像小说里一样
的人。她的书，像毒，吸引我读下去，我曾以为除了网络小
说我是不会认真看完任何一本哪怕是小说性质的名著的。

没想分我今天居然把它都看完了。书里的感情是一段禁忌之
恋，师生恋，又是老少恋。没想到，那个年代也能有思想这



样开放的书。我在想，如果换做是我，会怎么选择呢？或许
我也应该认为父母是对的？但是感情是谁都阻挡不了的，也
是任何旁人都体会不到的东西，别人认为对你好的东西，未
必真的对你好。

假如不是江家的阻止，她们可能会很幸福吧。也可能会像现
在一样，为婚姻中的小事烦恼，争吵。可是有谁说的准呢？
但是女主已经在感情这条路上吃了太多的苦，如果当时没有
阻止，起码能幸福几年。人生苦短，何必为了约定俗称的礼
节和旁人的看法而泯灭了自己心里的感受。与那时相比，现
在社会已经开放也幸福的太多了，琼瑶阿姨的这本书很有教
育意义，同时，我感觉这本书也能使看书的`人思想有所改观，
能够推送人类社会思想的进步。时间在往前走，人不是一成
不变的，有些东西变了，感觉就再也回不来了，何不珍惜当
下的好时光，即使将来老去，回忆起来，自己青春年少曾有
一段这样的日子，或自认可笑，或屏声叹息，但却不会后悔，
人间一遭，平淡如水的人生不是谁都能经受的起的。把日子
过成故事，把生活活成童话，没什么不好的。

哪怕是鬼故事，也是格外动人心弦的吧。很庆幸，自己不是
故事的女主，没有遇到这样让我殚精竭虑的人生。可倘若，
我是她，我不敢说能比她勇敢，但也一定会不畏世人的眼光，
斗争一番！

窗外读后感篇三

第一次翻开《窗边的小豆豆》，我就一下子被豆豆那个纯真、
新奇、充满童趣的世界所吸引，这本书真让我爱不释手。

书中的主人公小豆豆就是本书的作者——日本著名女作家黑
柳彻子。豆豆从小就是一颗令学校老师头疼的“怪味豆”：
静静的课堂上，豆豆会突然站起来，跑到窗前和燕子说话，
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他还会在课堂上突然跑到窗前向窗外的
宣传艺人打招呼，居然请艺人进行表演，搞得全班同学好奇



得趴在窗台上听曲子不愿上课，一曲完毕已经下课了；课桌
上的抽屉常常被他不停地开合，发出很大的声响，连隔壁班
的班主任都忍无可忍……我经常被她的可爱、纯真、勇敢的
冒险举动逗得哈哈大笑。

在这个学校，每个人都会得到应有的尊重。小林校长第一次
见豆豆就微笑着听6岁的豆豆讲了4个小时的话，没有一丝不
耐烦，没有一丝厌倦。他尊重天真的充满想象力的豆豆天马
行空的想法，当豆豆为了把掉在粪坑里的钱包捞出来而不可
思议的把粪便掏出来堆成“一座小山”，小林校长却没有批
评，没有大惊小怪，只是平淡的说“弄完之后要放回去
哦！”

在教育上有着神奇魔力的小林校长令我敬佩，“巴学园”的
教学方式令我惊讶，”“巴学园”的生活令我羡慕，我想生
活中的我也一定能得到父母、老师的细心呵护，能像小豆豆在
“巴学园”里一样快乐成长！

窗外读后感篇四

认真品味一部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
是时候静下心来好好写写读后感了。那么你会写读后感吗？
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学校在窗外》读后感，欢迎大家
分享。

近日，断断续续读完台湾黄武雄先生的《学校在窗外》一书，
书中作者谈对教育的理解，并不是那种理论色彩很重的“教
授之书”，而是用讲故事的形式亲切地娓娓道来，谈生活中
的教育，谈孩子的成长历程和发展变化。开篇就用“孩子为
了什么去学校？”的问题直击人的心灵，一篇篇通俗的标题
和故事阐释自己对教育的理解，确实引人深思。作者以“孩
子为了什么去学校”这个追问为引线，深入思考“受教育与
不受教育有什么差别”、“知识是什么”、“学校要不要存
在”、“教改发生了什么事”等涉及教育的本原问题，重新



去认识知识、认识学校教育、认识当前社会。孩子为了什么
去学校？作者认为，为了打开经验世界与发展抽象能力，以
便与世界真正联结。作者的观点，简而言之就是，学校教育
为个体的经验世界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对
知识的系统学习，把自己的经验发展成抽象能力、理性能力，
从而与真实世界形成真正的联结。

学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学习环境？我想起了一句名言：“不
要挡住我的阳光”！可我们的学校教育，俨然成了束缚学生
心智的场所。我的孩子在小学二年级就要做超出他们智力范
围很多的题目，一到快考试就要做大量的卷子，题海战术。
我曾经也去过一些中小学的校园，特别是到了中学，很难看
到学生那种特有的阳光与灿烂，多数脸上写满的是疲惫与木
讷。对我们的学生而言，他们在学校究竟学到了些什么？表
面来看，学生在学校学到了很系统、很丰富的知识，但细一
追问：这些知识是他们自己的吗？他们消化了多少？这些知
识又帮助了他们什么？为他们打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
们会发觉我们的教育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远！学校学到的这一
套套装知识，正是忽略了知识与人的主体经验相互联结，造
成我们的学生浮离于真实世界之上，只知道一些普遍法则，
面对真实生活、真实世界只能以套公式的方式对待人生。后
果就是，学生一旦离开了学校，曾经的知识便遗忘得所剩无
己了。知识是什么？显然不只是书本或教科书上的套装知识，
还包括人与世界互动形成的经验，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让人认
识自己，认识世界。

刚刚过去的高考，报纸上罗列出一长串的高考状元，细细看
过这些状元的事迹，没有一个是死读书、读死书的孩子，他
们都有大量的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所以才使他们有睿智的
头脑和开阔的眼界。学校里传授的套装知识只是知识的一部
分。一般说来，教科书上所铺陈的材料，是套装知识的典型。
数学与语文的系列课程，尤其是其典型中的典型。习惯于学
习套装知识，长期被遗忘了的是人最真实的经验知识。



破解之法是通过拓广知识视野，进行价值思辨，培养抽象能
力，来培养、发展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教育者应该做的事就
是创造人发展独立思考的环境及催化机制。让教育内容回归
知识的本来面目，把知识还原为人与世界互动的经验，而非
疏离于主体经验之外的概念与资讯。

目前学校的主流价值与教师正在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利于学
生心智的成长，它们严重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扭曲了学生
的价值观。教育成为复制知识的机器。实际上，人的学习大
部分靠自己，而非依赖教师。教师最多从旁协助，所以教育
的重点，首先在于解除学生身上的压抑，让他恢复童年时的
好奇，让他想学。其次是向他提出问题，让他看到方向。再
其次是营造讨论问题的环境。最后才是“教材与教法”。

有时看到很多孩子包括自己的孩子被大量的作业、补习班压
得没有时间走出去玩一玩，我都觉得非常的不忍。窗外的世
界，总能引发人们无尽的向往，抬头望向窗外，绿意盎然的
风景在招摇。孩子们的眼光渴望与阳光、与芳草相遇，孩子
们的心灵也期待与草地、与蓝天拥抱。学校的教育，理应架
起一个联结窗内、窗外世界的桥梁。当学校教育卸下沉重与
束缚，走向窗外，走向真实的世界，教育才真正回归到了它
的原点。

学校在窗外，这本身也是一个隐喻。我们的学校教育，理应
推开那一扇关闭的窗，看一看窗外的风景。其实，仅仅看一
看窗外是不够的。画家马蒂斯一生不断地在画窗外，他自己
说：“在我的意识中，窗内窗外已融而为一。”学校教育也
一样，只有与个体经验相连、与真实世界相连，实现“窗
内”与“窗外”的一体融合，才能让受教育者的人性特质得
以健康地生长，成为人性健全的人。卢梭曾提出，“教育即
生长”，可以说这就是教育的本义。“生长”需要一个良好
的土壤，我们教育首先要做的也是，为“生长”提供一个良
性的环境，提供一个有阳光雨露、花草树木、云霞虹影的彩
色世界，让窗内的生活不再单调。



读完此书，深深觉得作为教师我们真的应该在埋头工作的时
候，抬起头来看一看，看一看自己，看一看学生，看一看窗
外。

窗外读后感篇五

江雁容敏感倔强，江母霸道固执己见。

在敏感的江雁容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家庭造就了她的选择，而
其实倔强的她又没对家庭付出多少。只能看到父母的偏心，
也没能太体谅父母爱她的心。

她在爱情懵懂的年纪恋上大26岁的老师，在任何时代，恐怕
都会面临社会舆论的压力。她却还是任性的选择了，书中有
罗亚文赞赏说她勇敢，而其实她又何尝不是幼稚。

后面经过母亲反反复复的软硬兼施，终于她还是和老师分了
手，嫁于他人。婚后，她与丈夫李立维不是太幸福，她也时
常怀念起老师康南。仿佛这是父母阻断了她的真爱，是他丈
夫的爱太过偏执。

但在我看来，在母亲一直不断给她洗脑的过程中，她动摇了，
是她选择了放弃，不再抗争。母亲有责任，而她也没有起初
的那份坚持了。

丈夫李立维婚后展现出不安全感，总是问她爱不爱自己，最
后甚至有些疯魔，以至不欢而散。是李立维太偏执了嘛？假
设角色对调，换成是江雁容爱的多，李立维自视清高呢？敏
感的江雁容恐怕会更加悲天悯人吧？没有谁可以忍受自己的
另一半心里想着别人吧。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江雁容婚姻破裂后，找到了康南，但
却没有相认。她想念他，以为自己足够执着。但见到佝偻的
小老头以后呢？她才开始明白物是人非。



小说是虚构的，但是思想不是。江雁容经历了婚姻之后，已
然明白她跟老师永远是不可能的，回去找到了，也是枉然。
不是父母、丈夫、朋友，也不是罗亚文阻止了她，是她逐渐
世俗的思想阻止了她。

江雁容顾影自怜，实际上，她同时伤害了父母，丈夫，更是
伤害了康南。

窗外读后感篇六

【学校在窗外】这本书解答了多年来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

学校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曾经因为对于教授”套装知识“的厌恶，更因为痛心于一些
孩子们在课堂中迷惘空洞的眼神，怀疑甚至否定过学校教育。
那段日子是无比痛苦的，作为教师或者作为一个有情感体验
的人，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自欺欺人，装作自己依旧是所
谓”灵魂工程师“，或麻木地得过且过。然而，内心对于自
己工作价值的渴望，也只有在那一段时间里最为强烈。

直到某一天，很偶然读到大江健三郎关于童年的回忆，当时
就为之一振，他用童年的故事告诉我们，人需要继承与互动，
所以任何孩子都必须去学校。【学校在窗外】中，开篇即用
了大江的回忆作引线，立刻就吸引了我。果然，在接着的阅
读中，我所寻找的答案渐渐露出一水面。黄武雄先生认为，
人存在的基本要素是”维生“、”互动“与”创造“，在这
三者之中学校教育能且只能着眼于”互动“这一要素，从
而”打开人的经验，发展一抽一象能力“。学校教育的目的
是帮助孩子看到自己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从而了解自己，形
成自己的`人格。

那么，我们一直津津乐道，苦心经营的应对”高考“的教育
教学，就是对正常应有的”互动“的干扰，甚至是毁灭一性



一的破坏。如果在高一、高二我们的教学就一切像高考看齐，
导致的结果将是，学生即使顺利通过高考，也因为接受的大
多是支离破碎的”套装知识“，基本没有继承与互动。我们
苦口婆心，费尽心机让学生去学去研究考试，实际上除了
拆”联结“与”互动“的台，什么也不是。这样的台，高三
拆一年，是忍痛、是不得已。整个高中三年一直拆，是残忍、
是居心叵测。如果从小学，从初中就开始拆，那简直就是刽
子手。

并且，在”互动“这一学校教育任务的前提下，学生就不存
在”好“与”差“的差异，存在的只是每个学生与这个世界
联结的点的不同，我们教师所作的就是帮助学生找到联结的
点。对于所谓的学习能力较差，学习习惯不好的学生，增加
课时、多做习题、反复”磨“等方式，都是在其”互动“进
行得不顺利的时候雪上加霜，就是屋漏时的连夜雨。学生学
习的困难，”常因他的一抽一象能力未达到他要学的知识所
相应的一抽一象水平“，实现更顺畅联结的方式应该是降低
一抽一象水平，”给学生多点时间与自一由，给学生多点问
题去思考“。这一点其实每个学生是一样的，都有发展”互动
“的权利。并不是说，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因为学得好就有机
会更自一由地发展，学习能力差的就应该被剥夺”互动“的
权利，死楸高考。

窗外读后感篇七

继《童年与解放》之后，台湾著名教育家黄武雄又推出另一
扛鼎之作《学校在窗外》。该书直指受教育与不受教育有什
么差别，知识是什么，学校要不要存在，为什么要学语文与
数学等一连串的根本问题，在探寻中一一揭露出学校教育、
知识和当下教改的真面目。

书中讲到，学校教育应做两件事：打开人的经验世界，发展
人的抽象能力。“维生”、“互动”、“创造”是人存在的3
个支架。人首先是生存，在匮乏社会里创造与维生犹能共存，



寓创造于维生，使生命不致干枯。而创造的动力，更依赖于
人与世界的互动。为维生而进行的互动，无法弥补人内心孤
独的空虚。只有独立的互动，才会让人精神健全，人格独立。

人接受学校教育多与少到底有无差异？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追
问，终于厘清学校教育对人关键性的影响是人的抽象能力。
发展抽象能力是为了在联结别人的创造经验时，能够洞悉并
掌握这些经验的普遍性，从而回归特殊世界，这样才称得上
与世界真正联结。

如此说来，孩子去学校，最主要的是学会与世界真正联结，
而联结的方法恰恰是打开经验世界，进一步发展他与人、与
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可是，今日学校教育，纯为加强孩子
的竞争力，为他们未来的出路服务，以致扭曲了孩子的价值
观，背叛了学校教育的`宗旨。所以，学校教育应做而且只做
这两件事，打开人的经验世界，发展人的抽象能力。如果说
学校教育还有第三件事该做，那么便是留白，留更多的时间
与空间，让学生去创造、去冥思、去幻想、去尝试错误、去
表达自己、去做各种创作。

理想的教育应该培养独立思考和成熟心智。而现行各级教育
中知识被套装化。在本书中，作者多次批判学校教育是纯粹
传授套装知识，并指出过分推崇套装知识的地位，是今日教
育出错的主要症结。

学校里传授的套装知识只是知识的一部分。一般说来，教科
书上所铺陈的材料，是套装知识的典型。数学与语文的系列
课程，尤其是其典型中的典型。习惯于学习套装知识，长期
被遗忘了的是人最真实的经验知识。

破解之法是通过拓广知识视野，进行价值思辨，培养抽象能
力，来培养、发展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教育者应该做的事就
是创造人发展独立思考的环境及催化机制。让教育内容回归
知识的本来面目，把知识还原为人与世界互动的经验，而非



疏离于主体经验之外的概念与资讯。

目前学校的主流价值与教师正在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利于学
生心智的成长，它们严重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扭曲了学生
的价值观。教育成为复制知识的机器。实际上，人的学习大
部分靠自己，而非依赖教师。教师最多从旁协助，所以教育
的重点，首先在于解除学生身上的压抑，让他恢复童年时的
好奇，让他想学。其次是向他提出问题，让他看到方向。再
其次是营造讨论问题的环境。最后才是“教材与教法”。

窗外读后感篇八

11月27日吃过晚饭，女儿拿过她的作文本，说老师让把这篇
《窗外的风景》打印出来，拿过女儿的作文，看到老师的点
评：情文并茂，语言生动、委婉,情景真实，构思流畅。
因一向对女儿的作文不太满意，为此也曾和语文老师交流过，
语文老师的评价是：她的作文属于比较平稳的那种，构思靠
近主体，一般不跑题。要说好也不是太好，就是比较规矩。

我拿过女儿的.作文，开始读《窗外的风景》其中有一段是这
样写的：

窗外是两株别院榆树，榆树上挂着暗绿色的榆荚，在风中摇
摇欲坠。

不时有鸟儿在树上树下停留片刻，叽叽喳喳的叫个不停，虽
然冷风把鸟儿带走，但是还是有些留了下来，天空姿态各异
的白云，随风轻轻的掠过，太阳散发出温暖的光，时而温柔，
时而强烈，时而躲在云后休息....

这“别院榆树”开始我真的没看懂，问了女儿，才知道
是“别的院子的榆树”

“两株”我也觉得不妥，既然在楼上都能看到的树，应该是



相当高大了，感觉象禾苗、小树用“株”比较贴切。

女儿指着窗外阶梯上的榆树说：你看它应该用株还是棵，顺
着女儿所指的方向看去，我不禁捧腹大笑，女儿所指的榆树，
就是长在阶梯上的几棵榆树枝子，因为我们的家属院和相邻
的家属院不在一个平台，相邻的家属院的地势比我们高很多，
我们的三层楼正好是相邻家属院的地面，地面上有几株小榆
树枝，这哪里是树呀，充其量是也只是几株小树叉，女儿反
驳：我问过爸爸了，我爸爸说是榆树。

再说这“暗绿色的榆荚”，都什么季节了，榆荚还会是暗绿
色的，早应该枯黄了吧？再就是“摇摇欲坠，感觉榆荚的重
量不够，“停留片刻”，如果把“片刻”去掉效果是不是更
好？阳光“时而温柔，时而强烈”，感觉阳光的温度在瞬间
的变化不会这么明显。

--------------------

《窗外的风景》是出自《浙江小作家》中的一篇优秀作文，
它的“作者”是萧山区育才小学六年级的陈沁琳同学。

这篇作文写得是在一次秋游的时候，陈沁琳和邓昕熠正在玩
最具刺激的游戏――勇敢者转盘。就在那惊慌之余，陈沁琳
同学突然发现，窗外的景色竟然是那么的美丽，但却不敢去
欣赏，远处稀薄的雾把远处的山川披上了一件飘逸的外衣，
很是美丽。

看着这秀丽的风景，陈沁琳同学突然觉得并没有那么害怕，
很是惊喜，居然能在巨大的恐惧之中发现美景，心想：人生
不也正是如此吗？有些人在恐惧之中不能自拔，可有些人却
能在恐惧之中看到一处意外的风景。

从这一篇作文里，我们会懂得一个道理：我们也要像这次游
戏一样，在巨大的恐慌之中能去寻找美丽的风景，这时你会



突然发现。正如书上所说的：有时候上天封锁了一条通道时，
它往往会留下另一条通道的。我们要善于去寻找，机会是不
会自己摆在你面前，而是要靠你自己的力量去寻找！

是啊，我们一定要学会在恐惧之中自拔，在恐惧之中看到一
处间外的风景，这样，我们才能让自己的心慢慢地平静下来，
渐渐地去打开自己的心霏，更加大胆地去开拓，去实践，去
探索，这才是人类最美好的心灵，我希望人人都可以这样！

窗外读后感篇九

《学校在窗外》是让老师和家长认真去反思当下教育的好书。
那大家写了哪些感悟?下面是本站小编精心为你整理学校在窗
外读后感，一起来看看。

最近，读了《学校在窗外》一书。这本书的作者黄武雄先生
曾任中国台湾大学数学系教授，作者一向关心教育发展，是
社区大学的创办人和教改的先驱者。

作者以其独特的眼光重新看知识，看学校教育，看当前社会。
书中，作者提出了一连串的根本问题：孩子为了什么去学校?
受教育与不受教育有什么区别?学校要不要存在?这些问题看
似显而易见，其实，却最能引发人的深思。

作者认为，孩子去学校是为了与世界互动，打开经验世界与
发展抽象能力，以便于与世界联结。学生在学校教育中要形
成自己的人格，看到自己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意义。

人不只是要接受，而且要付出，这种对社会的付出，才能使
学生形成自己独立的人格。教育应以个人内在的发展作为唯
一的目的，而不能以这一代人的价值观为标准，去复制下一
代人的思想行为。

是啊，知识只不过是人的经验，并非颠扑不破的绝对真理，



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经验不断地与他人的经验相互验证，视
野才能广阔，判断才能周延，思路才会清晰，人的内在世界
才会充分发展。

一般人常误以为有教就有学，误以为教师教某些知识，学生
就可以学到那些知识。

其实“知道”对于学习者来说，还不成其为知识，因为“知
道”这些东西并无法转化为人的经验，隔几天、几个月就可
以忘掉，就可以由“知道”变为“不知道”。

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尽量为学生创造探索经验、交流经
验、验证经验的机会。可以说是“知识经验化”，但不能肤
浅的解释为“知识生活化”。只有“发生知识”没有“学习
知识”。

因为经验不经过验证，不经过批判，对学习者而言，便产生
不了新的知识。因为那个新的知识没有融入主体经验，它依
然是别人的客体经验。只有学习者充分认识到自己主体经验
的存在，以自己的主体经验去验证，去批判客体经验，才能
发生新的知识。

所以说知识只有发生，无法只凭学习得来。

如今的教学中，我们经常说要培养学生的抽象、概括能力，
学生在获取经验的过程中，离不开独立思考，所谓独立思考，
并不是闭门造车的思考，而是不从众，不人云亦云的批判性
思考。如果在课堂教学中，只着重操作性的训练，不让学生
参与知识的抽象过程，那么学生学到的经常是抽象语言，而
非抽象能力本身。

人的抽象能力的成长，非常迟缓，而且需一点一滴地积累抽
象经验，才能往高层次发展。学生学习数学的困难，常因他
的抽象能力尚未达到他要学的数学知识所相应的抽象水平。



给学生多点时间与自由，给学生多点问题去思考，重视每个
孩子的个别差异，慢慢积累他的抽象经验，数学对每个孩子
都将变得简单而有趣，数学对每个孩子抽象能力的培养，也
都将扮演难以替代的角色。

我们期盼着有朝一日所有人都能够觉悟到这一点。

继《童年与解放》之后，中国台湾著名教育家黄武雄又推出
另一扛鼎之作《学校在窗外》。该书直指受教育与不受教育
有什么差别，知识是什么，学校要不要存在，为什么要学语
文与数学等一连串的根本问题，在探寻中一一揭露出学校教
育、知识和当下教改的真面目。

书中讲到，学校教育应做两件事：打开人的经验世界，发展
人的抽象能力。“维生”、“互动”、“创造”是人存在的3
个支架。人首先是生存，在匮乏社会里创造与维生犹能共存，
寓创造于维生，使生命不致干枯。而创造的动力，更依赖于
人与世界的互动。为维生而进行的互动，无法弥补人内心孤
独的空虚。只有独立的互动，才会让人精神健全，人格独立。

人接受学校教育多与少到底有无差异?作者通过一系列的追问，
终于厘清学校教育对人关键性的影响是人的抽象能力。发展
抽象能力是为了在联结别人的创造经验时，能够洞悉并掌握
这些经验的普遍性，从而回归特殊世界，这样才称得上与世
界真正联结。

如此说来，孩子去学校，最主要的是学会与世界真正联结，
而联结的方法恰恰是打开经验世界，进一步发展他与人、与
自然、与社会的互动。可是，今日学校教育，纯为加强孩子
的竞争力，为他们未来的出路服务，以致扭曲了孩子的价值
观，背叛了学校教育的宗旨。所以，学校教育应做而且只做
这两件事，打开人的经验世界，发展人的抽象能力。如果说
学校教育还有第三件事该做，那么便是留白，留更多的时间
与空间，让学生去创造、去冥思、去幻想、去尝试错误、去



表达自己、去做各种创作。

理想的教育应该培养独立思考和成熟心智。而现行各级教育
中知识被套装化。在本书中，作者多次批判学校教育是纯粹
传授套装知识，并指出过分推崇套装知识的地位，是今日教
育出错的主要症结。

学校里传授的套装知识只是知识的一部分。一般说来，教科
书上所铺陈的材料，是套装知识的典型。数学与语文的系列
课程，尤其是其典型中的典型。习惯于学习套装知识，长期
被遗忘了的是人最真实的经验知识。

破解之法是通过拓广知识视野，进行价值思辨，培养抽象能
力，来培养、发展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教育者应该做的事就
是创造人发展独立思考的环境及催化机制。让教育内容回归
知识的本来面目，把知识还原为人与世界互动的经验，而非
疏离于主体经验之外的概念与资讯。

目前学校的主流价值与教师正在扮演的角色，其实不利于学
生心智的成长，它们严重压抑了学生的想象力，扭曲了学生
的价值观。教育成为复制知识的机器。实际上，人的学习大
部分靠自己，而非依赖教师。教师最多从旁协助，所以教育
的重点，首先在于解除学生身上的压抑，让他恢复童年时的
好奇，让他想学。其次是向他提出问题，让他看到方向。再
其次是营造讨论问题的环境。最后才是“教材与教法”。

曾经因为对于教授“套装知识”的厌恶，更因为痛心于一些
孩子在课堂中迷惘空洞的眼神，怀疑甚至否定过学校教育。
作为教师或一个有情感体验的人，我只有两个选择：或自欺
欺人，装作自己依旧是所谓“灵魂工程师”;或麻木地得过且
过。然而，内心对于自己工作价值的渴望，也只有在那段时
间最为强烈。

直到某一天，很偶然地读到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大江健三郎关于童年的回忆，为之一振，他用童年的故事告
诉我们，人需要继承与“互动”，所以任何孩子都必须去学
校。黄武雄教授的《学校在窗外》一书，开篇即用了大江健
三郎的回忆作引线，立刻就吸引了我，在接下来的阅读中，
我所寻找的答案渐渐露出水面。黄武雄教授认为，人存在的
基本要素是“维生”、“互动”与“创造”，其中，学校教
育能且只能着眼于“互动”这一要素，从而“打开人的经验，
发展抽象能力”。

那么，我们一直苦心经营的应对高考的教育教学，就是对正
常应有的“互动”的干扰，甚至是毁灭性的破坏。如果在高
一、高二年级，教学就一切向高考看齐，导致的结果将是：
学生即使顺利通过高考，也因为接受的大多是支离破碎
的“套装知识”，基本没有继承与“互动”。我们苦口婆心、
费尽心机，实际上是拆“联结”与“互动”的台。这样的台，
高三拆一年，是忍痛、是不得已;若整个高中三年一直拆，是
残忍、是居心叵测;如果从小学、从初中就开始拆，那简直就
是刽子手。

并且，在“互动”这一学校教育任务的前提下，学生就不存在
“好”与“差”的分别，存在的只是每个学生与这个世界联
结的“点”的不同;教师所做的，就是帮助学生找到这些联结的
“点”。学生学习的困难，“常因他的抽象能力未达到他要
学的知识所相应的抽象水平”，实现更顺畅联结的方式应该
是降低抽象水平，“给学生多点时间与自由，给学生多点问
题去思考”。这一点，其实每个学生是一样的。并不是说，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因为学得好，就有机会更自由地发展;学习
能力差的学生，就应该被剥夺“互动”的权利，“死揪”高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