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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苦读”的现代教育意蕴
与实践路径

阳 泽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核心竞争力,必须改变大学生轻松读大学的现状并

塑造大学“苦读”的学习文化。我国大学生生活逸乐化已引发各种危机。中国有丰富的“苦读”传统但需要予

以现代审视,现代“苦读”的本质是高强度和深加工的复杂性学习,具有六大特征并以身心承受力为前提和以

幸福感为现实取向,大学“苦读”是大学的内在规定,并且具有守护大学权威、提升学习能力、涵养卓越人格等

六大功能。要在我国大学倡导并践行“苦读”,应该发挥人才市场的正向功能、强化“苦读”的督促性管理、发展

“苦读”的课程文化及完善“苦读”的风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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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核心竞争力,从学习者中心的角度来讲涉及学生怎

么读大学的问题。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讲到,要围绕学

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习挑战度[1]。陈部长的讲话是基于对

我国大学生学情的分析和世界一流大学学生学习特征的了解,对怎么读大学这一问题的明确回应,

即要改变目前我国大学生轻松读大学的现状,塑造大学“苦读”的学习文化。笔者认为,要塑造大学

“苦读”的学习文化,势必要廓清大学“苦读”的现代教育意蕴与实践路径,具体来说要认清当下我国

大学生生活逸乐化引发的危机,基于时代特征对“苦读”进行现代解读,揭示大学“苦读”的应然性与

多元功能,构建我国大学“苦读”的实践路径。

一、我国大学生生活逸乐化的产生及引发的危机

据《现代汉语词典》释义,逸乐指闲适安乐[2],既用来指代一种幸福满足的人生状态,也用来描

绘怠惰和志向沦落的表现。调查显示,当前我国大学生刻苦读书的人数比例偏低,多数大学生在学

习上的表现低于社会预期,其大学生活整体呈现逸乐化趋势,突出表现为“三低、三少、三多”。三低

指学习目标定位偏低、学习重视程度较低、主动学习意愿很低;三少指有效学习时间较少、学习精力

投入偏少、深度学习很少;三多指逃避困难较多、消遣娱乐很多、随意消费偏多[3-5]。大学生生活的

逸乐化并非世界普遍现象,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如英美等国信奉读大学就得拼命,大学生视“寻求挑

战”“没有艰辛,便无收获”“拼命学习,绝不掉队”为座右铭。

从社会进步的角度看,人类生活的逸乐化一定程度上是伴随社会进步出现更好生活条件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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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但社会发展是辩证的过程,社会进步必然伴随艰辛付出,一旦没有艰辛付出,社会就会停滞不

前。基于社会发展的辩证性分析,当努力付出内在于逸乐生活,那么这种逸乐将体现出幸福满足;

当从逸乐生活中将努力付出抽出,那么这种逸乐将体现为怠惰和志向沦落。从现状来看,我国大学

生忽视社会发展的辩证性,主观上把中国社会进步带来的良好生活条件静止化和永恒化;他们也忽

视逸乐生活和努力付出的辩证关系,出现坐享其成而不是努力创造的生活态度。从人类文化的角

度看,尽管逸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追求,但不同文化对待逸乐的态度却相差甚远。李泽厚认为相比

西方罪感文化,中国属于乐感文化[6]。罪感文化的逸乐追求是救赎,乐感文化的逸乐追求是生命的

快乐感受。中国乐感文化的逸乐追求有多个层次:一是感官的快乐,以感官满足为主;二是心理的

快乐,以压力消除为主;三是精神的快乐,以境界升华为主。考察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大多数人居于

逸乐追求的中低层次,很少出现对精神超越的兴趣,这被理解为是一种重视此岸的人生态度。中国

大学生的生活状态亦处于逸乐追求的中低层次,他们没有在精神上感到快乐,根源在于放弃了对彼

岸世界的追寻。从大学特征的角度来看,大学自由为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提供了现实可能。自由

是大学的重要精神,古典的大学自由主要指学术自由。大学学术自由在发展中逐渐推及更多主体

和领域,形成了大学整体的自由。但现实中人们并没有处理好大学自由与大学责任的关系问题,大
学自由因忽视责任而朝着自由化方向发展,其后果反映在大学的学术上就是造假盛行;反映在大学

的教学上就是敷衍应付;反映在大学生的学习上就是想不学就不学。可见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是

大学自由化的结果,是享受自由却不愿意承担责任的体现。

我国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直接影响大学生的当代形象。大学生在我国的经典形象是天之骄

子、国之栋梁。虽然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和高校扩招,大学生的卓越形象已不复当初,但真正颠覆

大学生形象的却是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塑造了耽于享受、虚度光阴、才疏学

浅、难堪重任的一代大学生形象,直接引发了大学生的形象危机。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也内在地影

响大学教学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关键是提升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质

量,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所呈现的“三低、三少、三多”表明他们对大学教学的参与度及自我发展的

重视度不高,在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不彰,导致高校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目标有效达

成度下降,出现本科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危机。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也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就

业是大学生在社会生活中谋生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方式。目前大学生就业难有多方面的原因,

但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引发的就业市场对大学毕业生工作胜任力的信任下降无疑是深层次原因。

对大学毕业生工作胜任力的信任下降会抑制用人单位的用人需求,缩减该单位的进人计划,产生人

才市场的供需失配。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也严重影响大学的声望。大学声望是社会大众对大学权

威和价值的认同,是大学的核心价值追求之一。近年来中国大学总体声望在国内呈下降趋势,这虽

与开启大学的世界比较和排位有关,但根本原因是中国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部分来自学校层面对

学生培养的重视不够和把关不严,导致国家和社会对大学的投入与大学的产出明显不匹配,由此人

们对中国大学权威和价值的认同度出现下降。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最终影响到国家人才战略。国

家发展需要人才提供支持,当前中国社会正向更高阶段发展,需要大量高水平人才,需要由人力资

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大学是国家人才培养的重地,创造性和突破性人才的培养也主要在大

学阶段。学生学习行为不同,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向和效率也不同[7],因此大学生的生活逸乐化阻碍

了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进程。

二、“苦读”的传统意蕴与现代解读

中国大学的学生生活趋向逸乐化,而世界知名大学的学生却信奉读大学得拼命,此种情形发人

深思。事实上中国有非常丰富的“苦读”文化和“苦读”实践,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梳理“苦读”的传



统意蕴澄清其本质内涵;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结合时代特征对“苦读”进行现代解读。
(一)“苦读”的传统意蕴

中国“苦读”的传统意蕴主要体现于“苦读”的形态和功能。根据传统“苦读”实践,“苦读”的形

态可归为6类。一是读书环境苦。凿壁偷光、囊萤映雪反映的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读书。二是求师

访学苦。程门立雪、负笈远游反映的是艰难地寻求学习资源。三是抑制本能苦。悬梁刺股、目不窥

园指抑制人的本能欲求的苦读。四是负担压力苦。发愤读书、立志苦读指读书时伴随某种心理压

力。五是反复研磨苦。韦编三绝、书读百遍反映读书时不断反复琢磨推敲之苦。六是持久不易苦。

断机教子、手不释卷反映长时间坚持读书之不易。“苦读”的6类形态分别作用于读书人的躯体和

心理,形成躯体苦和心理苦两大基本形态。传统“苦读”虽总体产生于读书人且其多处于被动和窘

迫的生存环境中,但又蕴含着读书人的主动自愿心理。从6类“苦读”形态所反映的共同特点看,传
统“苦读”主要是指身处艰苦条件或者伴随一定苦涩体验的用功学习。根据传统“苦读”文化,“苦
读”的功能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激发个体潜能。“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8]道出苦痛能激发人体的反抗和觉醒从而带来强悍的力量。二是完善人性

修养。苦痛是人生的磨刀石,耐苦是对人性的磨砺,没有苦痛的人生是不完美的。“故天将降大任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

不能”[9]。三是促成理解领悟。古人云:书读百遍,其义自见,道出“苦读”有助于理解领悟。清代著

名学者阮元主张“立志宜思真品格,读书须下苦功夫”[10],认为只有下苦功夫,读书才能达到洞彻领

悟之境。因为“苦读”的这3项功能,古人把“苦 读”作 为 成 才 之 基,所 谓“不 耐 劳 苦,到 处 皆

无用”[11]。

传统“苦读”对我国学习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古来成才者也多是通过“苦读”方有所成就。但

传统“苦读”基本反映的是读书人在匮乏环境下的读书情况。“苦读”之苦主要来自匮乏,如生活条

件困顿、学习资源稀缺;“苦读”的目的也主要是为了免于匮乏,如改变窘迫的人生处境。因此传统

“苦读”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被动、封闭、功利和极端化的缺陷,容易导向两类错误的认识和实践:一是

认为“苦读”是无条件的,任何人都可通过“苦读”成才,由此不加区别地用于所有对象,出现“苦读”

无功甚至有害的现象;二是认为“苦读”就是拼意志和使蛮力,结果在读书过程中不讲究技巧和方

法,把“苦读”变成了死读。所以在近现代浪漫主义及进步主义教育者看来,传统“苦读”是不能提倡

而需要反对的,我国大学生出现的生活逸乐化现象也部分源于在良好生活条件下对传统“苦读”的
拒绝。

(二)“苦读”的现代解读

传统“苦读”虽有其历史局限,但“苦读”精神已演变为中国人吃苦耐劳的品质的一部分。现代

人即使排除对传统“苦读”的误解,但也不能对其简单移植,而是要结合现代生活特征进行再解读。

对“苦读”进行现代解读,需要考虑现代生活已逐渐由匮乏走向丰饶的历史事实。丰饶社会创造出

资源富足型学习环境并产生幸福型生活理想,它制约着人们对现代“苦读”内涵的理解。

资源富足型学习环境指学习条件良好和学习资源丰富,同时有更高学习要求的学习环境。在

资源富足型学习环境下,“苦读”内涵不再指向学习条件的艰苦,而是侧重指高强度、深加工的复杂

性学习。与传统“苦读”相比,现代“苦读”呈现六大特征。一是学习空间的无限性。学习不再局限

于特定的地点和有限的知识领域,学生行为可及的世界和认知探究的范围大大扩展,要求去把握更

多学习机会和利用更丰富的学习资源,“苦读”由学习空间不足之苦变为学习空间无限之苦。二是

学习时间的紧迫性。受现代快节奏生活的影响,学习不再是缓慢持久的过程,要求利用更小的时间

单元和伴随更快的时间流动寻求更大的学习成效,“苦读”由时间持恒之苦变为时间紧迫之苦。三

是学习任务的挑战性。受现代社会危机加剧和人类工作复杂度增强的影响,出于培养创造性和突



破性人才的需求,用于培养人才的学习任务的挑战性增加,“苦读”由处境艰辛之苦变为任务挑战之

苦。四是学习用脑的高强度性。现代学习已不满足于以知识接受为主的浅表性学习,而是强调学

习创新和深度学习的达成,这必然提升学习者学习加工的用脑强度,“苦读”由低强度记诵之苦变为

高强度深加工之苦。五是学习体验的复杂性。学习已不仅仅是学习任务的达成,更是由多种学习

角色和学习场景演绎的系列学习事件,由此学习体验超越任务成败而表现出更复杂的情绪情感,
“苦读”由简单苦体验变为复杂苦体验。六是学习目标的综合性。现代社会出于价值追求的多样和

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对学生学习提出了综合化要求,学习不再追求固定单一的结果,而是要求获

得多样化的学习收益,“苦读”由目标执着之苦变为目标统顾之苦。

人类的学习和生活总是在特定生活理想引导下进行的。生活理想伴随社会进步和生活条件的

改善而改变。幸福型生活理想是丰饶社会的现实追求,其核心是追求生活的幸福感受。从幸福型

生活理想出发,个体的身心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底线,幸福感是幸福生活的根本追求。以此观照,现
代“苦读”当以个体身心健康为前提,以幸福感为现实追求。“苦读”而不至损害身心健康,就必须考

虑身心承受力问题。构成身体承受力的因素主要有体质和体能;构成心理承受力的因素主要是经

验、理性、自我控制和外部支持。就心理承受力而言,经验具有缓解和同化压力的作用;理性提高了

对事情进行科学判断和合理决策的概率;自我控制赋予个体行动以自觉性和机动性;外部支持为个

体提供了额外的力量。只有基于身心承受力的“苦读”,才能发挥“苦读”的最大正向功能。古有范

进中举而疯癫,今有学生因学习受挫而出现严重心理疾病,皆因“苦读”超出了个体必要的身心承受

力之故。
“苦读”而能感到幸福,必须化解“苦读”与幸福感背离的关系。一是寻求有意义的“苦读”。心

理学的研究揭示,做有意义的事情虽艰辛但能让人感到幸福,做无意义的事情即使轻松也不会感到

快乐[12],因此现代“苦读”主张为有意义的目标而“苦读”。二是寻求“苦读”与乐学的转化。现代

“苦读”并不视乐学为自己的对立面,相反认为“苦读”是乐学的必然阶段,以乐学为引导让“苦读”中
有巧读,避免“苦读”变成死读。三是追求升华型幸福感。从中国乐感文化出发,幸福感有感官享

受、压力解除和境界升华3个层次,如果说前两者基于享乐,那么境界升华恰恰与经历苦痛有关,现
代“苦读”通过追求升华型幸福感而能够“痛并快乐着”。四是发展“苦读”元认知。“苦读”元认知是

以“苦读”为认识对象,包括识苦、耐苦、乐苦和用苦。识苦是要认识苦的必然性和价值性;耐苦是要

去直面和经历苦;乐苦是对苦的欣赏和接纳;用苦是对苦的控制和利用。“苦读”元认知通过超越苦

来摆脱苦的控制进而获得幸福感。

三、大学“苦读”的应然性与多元功能

要回答世界知名大学为何信奉读大学就得拼命,以及中国要创办一流大学为何要倡导大学“苦
读”,必须厘清大学“苦读”的应然性并揭示其多元功能。

(一)大学“苦读”的应然性

从大学本质来看,大学之大,在大而实、大而强,大学要体现大而实、大而强,是以大学问、大精

神和大责任为重要表征的。大学问指大学拥有非常丰富的高深知识和高级智慧;大精神指大学是

创新精神、批判精神和自由精神富集之地;大责任指大学对社会发展负有知识和人才输出上的大责

任。大学之学,在于将大学之大学问、大精神、大责任内化于大学生,构成大学生之大智慧和大人

格。大学之大和大学之学显示,大学是典型的资源富足型学习环境。从资源富足型学习环境角度

分析,大学“苦读”属于现代“苦读”,是高强度、超负荷的复杂性学习,具有学习空间无限性、学习时

间紧迫性、学习任务挑战性、学习用脑高强度性等特征。在大学之大和大学之学之间,大学“苦读”

是不可或缺的中介。表现为只有“苦读”才能使大学丰富的学习资源被学生有效利用,大学之大学



问才得以继承和发展;只有“苦读”才能承载大学之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才配享大学之自由精神,

大学的大精神才不致遗失;只有“苦读”才能让大学严把人才的输出关,体现大学对社会之大责任。

大学“苦读”把大学之大和大学之学统合在一起,因此大学“苦读”是大学的内在规定,“苦读”是对大

学本质的坚守。从大学生发展特点来看,伴随身体和心理成长,大学生的体质和体能变强,组成心

理承受力的生活经验变得丰富、理性水平有很大提高、自我控制能力增强、社会支持更加多样,因此

大学生已具备“苦读”胜任力。基于“苦读”胜任力的大学“苦读”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小,所具有的

正向功能更大。
(二)大学“苦读”的多元功能

作为大学的内在规定和对大学本质的坚守,大学“苦读”具有多方面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大学权

威守护、教学质量保障、学习能力提升、卓越人格涵养、学习幸福感强化和人才出品“好用”等方面。
“苦读”具有大学权威守护功能。大学权威指大学不可侵犯的威严,是大学尊严的体现。世界

知名大学非常珍视自己的大学权威,除坚守自由、保持独立品格外,还要努力获得学生的尊重。学

生对大学的尊重往往体现在招录和培养两个重要环节。西方知名大学多采取宽招录、严培养的政

策,中国知名大学多采用严招录、宽培养的政策。结果显示,严培养让西方大学变得更加令人敬畏,

严招录却没有持续增进中国大学的权威,反而因为宽培养降低了人才质量。事实表明,对学生提出

高要求并提倡大学“苦读”是对大学权威的守护。
“苦读”具有教学质量保障功能。教学质量是大学育人的生命线,高水平教学是世界一流大学

的重要标志。大学教学质量的提升,除了教师要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和增加教学投入外,关键在于

为学生设置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学生有自主的学习态度与积极的学习投入。对大学教学而言,即
使教师的教学水平有限,教学投入不高,只要学生自己能够“苦读”,也可以确保教学质量底线,但如

果教师教学不够尽责,学生又无法做到“苦读”,则容易出现教学质量危机。
“苦读”具有学习能力提升功能。在终身学习背景下,学习能力是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重要

组成部分,学生要在大学里取得优秀的学业成绩,学习能力也是关键。心理学研究证实,当个体处

于能够承受的压力时,更容易进入专注的、异常冷静的、充满斗志的身心状态[13]。这种深沉而充满

力量的身心状态构成了学生学习能力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长时间超负荷学习本身就是

一种学习能力。强大的学习能力为大学生的创造性学习和深度学习提供了重要支持。
“苦读”具有卓越人格涵养功能。卓越人格是大学之大精神在学生身上的体现,卓越人才必有

卓越之人格。卓越人格不是出自先天遗传而是来自后天的人生经历,但人格无法在平静中发展,平
庸的人生和享乐的生活断然产生不了卓越人格。从卓越人格所包含的成分看,坚韧、忍耐、镇静、勇
敢等品质多是从苦痛和苦闷的磨砺中来。“苦读”既是在苦中读,也是在读苦,大学生正是在苦的经

历和读苦中习养非凡的品质并造就卓越的人格。
“苦读”具有学习幸福感强化功能。学习幸福感是伴随学习而产生的积极情绪体验,它既是学

生幸福的当下体现,也是有效学习的内生动力。心理学研究显示,出自快乐的幸福感、轻松实现目

标的幸福感和艰难实现目标的幸福感三者比较,艰难实现目标获得的幸福感体验最深刻和持

久[14]。对大学生学习情况的调查亦发现,生活逸乐的大学生并不真正觉得幸福,“苦读”的大学生

获得的学习幸福感反而更深刻持久。究其原因,曲折的过程、辛勤的付出以及成功的来之不易强化

了幸福体验,大学生的学习幸福感因伴随“苦读”经历而蕴含更丰富的沉淀。
“苦读”具有人才出品“好用”功能。成才是学生成长的重要追求,也是学校育人的核心任务。

从社会角度出发,成才不但要追求内在的有用,还要实现外在的好用。好用的人才多具备踏实肯

干、舍得吃苦、谦逊自制、善于调适等品性。许多用人单位偏爱从农村来的大学毕业生,就是看中他

们踏实肯干和吃苦耐劳的好用特质。大学“苦读”不但能帮助学生实现内在的好用,更能帮助他们



养成踏实肯干、舍得吃苦、谦逊自制等好用型品质,可以说大学“苦读”为大学的人才出品向社会提

供了极其重要的内在信誉。

四、大学“苦读”的实践路径

在我国努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大学生生活逸乐化引发的危机,世界知名大

学对拼命读书的信奉,以及大学“苦读”所具有的多元功能,都深刻昭示大学“苦读”已成为中国大学

的必然选择。基于中国传统的“苦读”实践以及世界知名大学的“苦读”经验,要在中国大学倡导和

践行“苦读”,必须发挥人才市场的正向作用、强化“苦读”的督促性管理、发展“苦读”的课程文化和

完善“苦读”的风险控制。
(一)发挥人才市场的正向作用

人才市场是由人才和雇主共同形成的人才选拔、使用和发展之场合。大学生学习的根本追求

之一就是在人才市场取得优势,以获得更好的社会立足点和发展起点,所以人才市场深度介入了大

学生的学习心理。对大学生而言,一个健全的人才市场是高度敏感和公正的,提供给学生的就业和

职业发展机会能够准确反映大学“苦读”与否带来的差异。譬如在美国,用人单位在招聘时要求毕

业生的GPA必须达到3.7以上,由此学生“苦读”程度在人才市场得到了切实反映。目前中国人才

市场的市场敏感度不高,没有为大学生“苦读”提供有效的原动力。健全的人才市场是市场、政府和

大学共建的结果。市场需要通过充分的竞争性来变得敏感和公正;政府需要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反
对不正当谋利等制度来规范人才市场的公正秩序;大学需要加强与人才市场的联系,以准确将人才

市场的需求反映在对学生的要求上。美国用人单位之所以认同大学毕业生的GPA,是因为这些大

学与人才市场的联结非常紧密,GPA的评价是大学与人才市场合作的结果。要发挥人场市场对大

学“苦读”的正向作用,还需要帮助大学生构建一个心理上健全的人才市场。诗人李白相信“天生我

材必有用”,因为预期人才终有用武之地,所以即使遭遇不公正待遇依然奋发努力。在现实的人才

市场尚存在各种缺陷的情况下,心理上健全的人才市场也能发挥促进大学“苦读”的作用,而且可以

为现实人才市场的完善赢得缓冲的时间。
(二)强化“苦读”的督促性管理

督促性管理是采用提醒、监督和推进等方式进行的管理。为促进大学生刻苦学习,应对学习质

量采取督促性管理。从督促性管理主体出发,高校主管单位应对高校的学习质量管理进行督查,以
学习质量问责和人才培养绩效评估为核心,加强对高校学习质量管理工作的巡查和指导,努力改变

高校对学习质量重视不够和把关不严的现状;学校领导应对教师的学习质量管理进行督查,以教学

制度和教学文化建设为核心,强化教师的教学责任和教学荣誉意识,改变高校教师对待学生学习的

漠视态度;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质量管理进行督查,以学习责任和学习投入为核心,通过教学把关

和学习指导改变学生学习低目标和低投入现状;学生应对自己的学习质量管理进行督查,以自我约

束和自我激励为核心,通过自我反思改变自己对待学习的态度。从督促性管理形式来看,制度型督

促性管理是以制度形式来稳定和强制性地发挥督促作用,专业认证制度、学习质量问责制度、教学

制度、学生学习成绩管理制度和大学生毕业资格审查制度等都是可以对督促学生刻苦学习发挥作

用的制度。指导型督促性管理是以引导和协商形式发挥督促作用,具有渗透性、规劝性和交互性等

特点,重视大学教学文化以让大学回归育人本质,强化针对教师的教学指导和针对学生的学习指

导,发挥对学生学习的直接或间接的督促作用。反思型督促性管理是以反省和归因来发挥自我督

促作用,学校教学工作反思、教师教学反思和学生学习反思都能发挥督促学生认真学习的功能,但
是反思必须基于主体自觉精神,归因以能够激发个体正向力量为指向,才能持久和能动性地起到督

促大学生“苦读”的作用。



(三)发展“苦读”的课程文化

学生学习基本上是以课程为载体和在课程中进行的,课程文化实际制约着学生的学习态度和

学习选择。课程文化是课程取向上的文化,具体表现为设置什么样的课程目标、配置什么样的课程

体系、开发什么样的课程资源、遵循什么样的课程行动纲领和采取什么样的课程评价方式等。从美

国知名大学来看,将学生的认知复杂性发展作为重要课程目标,及时淘汰旧课程和引进新课程以保

证课程体系的活力,授课必提供大量学习材料及最新学科领域发展动态等课程资源,遵循有效准

备、充分讨论的课程行动纲领,采取精细化的课程评价方式,这些有效地促进了大学生拼命读书。
显性的课程文化其实是隐性的制衡机制和竞争精神在起支撑作用。比如教师的酬金与学生选课人

数和课程评价直接挂钩,教师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由此教师不得不对教学进行高投入;教师

对学生的学习成绩评价是基于认知复杂性发展,学生无法轻松从教师那里得到高分,淘汰制让学生

之间存在激烈竞争,所以学生必须拼命读书。为促进我国大学生刻苦学习,借鉴美国知名大学的经

验和高校专业认证的要求,在大学课程文化建设上,应设置更高、更明确的课程目标以支撑毕业要

求和人才培养目标,完善课程体系的代谢机制以保证学习内容的学术挑战性和实践应用性,投入更

丰富的课程资源以提高学习准备的程度,遵循更富于激励性的课程行动纲领以促进深度学习和创

造性学习,采取多元累计的课程评价方式以完整体现学生为学习付出的每份努力。同时也要重视

发挥制衡机制和竞争精神的作用,要严格教学责任制度和奖惩制度,强化师生教学双向反馈,适度

引入教师教学竞争和学生学习竞争。除此以外,应合理建构大学“学霸”的课程文化形象,提炼各类

创新实验班学生的学习经验,使之具有更正面的大学“苦读”示范作用;发展各种类型的学习共同

体,将“苦读”作为共同体的核心信念,发挥共同体对大学生“苦读”的团体促进作用。
(四)完善“苦读”的风险控制

根据风险理论,风险无处不在。“苦读”也伴随一定风险。“苦读”风险的直接对象是学生,间接

对象主要是学校。对学生而言,“苦读”可能会提升学生的厌学情绪,恶化学生的身心健康,中国古

代就有“苦读”致疾的记载,来自美国大学的报告也显示,“苦读”增加了大学生自杀的概率;对学校

而言,学校可能会因为学生“苦读”而出现的身心健康问题受到责难甚至惹上官司。因此要在大学

倡导“苦读”必须完善对“苦读”的风险控制。美国大学应对“苦读”风险的通常做法有三点:一是建

立大学生健康保险项目,所有大学生入学报到时都需要提供保险证明,健康保险项目中包含心理健

康;二是建立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为学生提供综合性和多样性的心理健康服务;
三是倡导健康的“苦读”,譬如美国大学生信奉拼命读书、尽情玩耍,享受不可回避的痛苦等。美国

大学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将大学生心理健康纳入保险,提升心理健康服务的标准化和规范

化水平,以及倡导基于苦乐平衡和“苦读”元认知的健康“苦读”模式。除此以外,中国大学还应做好

“苦读”的预期形成和“苦读”的风险分割。“苦读”的预期形成是指要在社会、家庭和学生心中形成

读大学必须和将要吃苦的认知及心理准备,而且要让社会、家庭和学生认同大学“苦读”,这种对“苦
读”的认同和心理准备可以降低“苦读”风险。“苦读”的风险分割是指在社会各界认同和支持大学

“苦读”的基础上,大学“苦读”带来的风险应由学校、家庭、学生和高校主管部门分担,通过风险分割

可以降低“苦读”风险带给当事任何一方的风险责任,也有利于多方力量一起共同参与对学生“苦
读”风险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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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ducationalImplicationandPracticalPathofUniversityHard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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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improvethequalityofundergraduateteachingandthecorecompetitivenessoftal-
entsofhighereducationinChina,itisnecessarytochangethecollegestudentslightworkloadtoa
cultureofhardstudy.Toanalyzetheeducationalimplicationofhardstudy,firstly,weshouldrecog-
nizetheemergentcrisisofcollegestudentslifepleasure.Secondly,onthebasisofcombingthetradi-
tionalhardstudyimplicationanditslimitations,itmakesamoderninterpretationofhardstudyfrom
therichlifesituationofthetimes.Itrevealssixformsofmodernhardreadingandthehardstudyori-
entationthatbasedonthepremiseofphysicalandmentalenduranceandtherealpursuitofhappiness.
Onthisbasis,itisproposedthathardstudyistheinternalregulationsoftheuniversityandhassix
functions,includingguardingtheauthorityoftheuniversity,improvingthelearningability,conser-
vingexcellentpersonalityandmakinggooduseoftalents.Inordertoadvocateandpracticehardstudy
inChineseuniversities,weshouldgivefullplaytothepositivefunctionofthetalentmarket,strength-
enthesupervisionmanagementofhardstudy,developthecurriculumcultureofhardstudyandim-
provetheriskcontrolofhard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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