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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土人顿顿

食薯芋，荐以熏鼠烧蝙蝠”的地方，

苏轼发挥所长，发明了烤生蚝，还

以幽默的方式告诫儿子不要把海

南烤生蚝说出去，不然北方人都要

抢着被贬海南，到时候就有人和他

争美食了，俨然一个幽默小老头形

象。苏轼用心用情感受生活的美，

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化困难

为幽默和文艺创作。实际上，幽

默、升华都是心理学自我防御机制

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独特的“苦难

—醒悟—超越”的心理调适方法。

苏轼的学习理论比西方建构

主义和人本主义学习理论早了800

多年，叶圣陶说：“教师教是为了不

教”，这便是苏轼的学习理念。在

学习和教学观方面，苏轼强调实

践，提倡耳闻目睹而不可妄加臆

断，同时注重教学中的情感因素和

师生关系。为了证明石钟山得名

的起源，他“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

亲自探究，通过调研写出了考察性

游记《石钟山记》，证明了郦道元关

于“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

搏，声如洪钟”的说法是正确的，而

李渤关于“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

石之铿然有声”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苏轼影响下，其学生张耒也秉承

了苏轼求实的文艺风，深入观察野

马再画之。苏轼认为学习要经过

考察再下判断，未经调研的事物要

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正如其在

《书戴蒿画牛》中所讲“耕当问奴，

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苏轼尊重学生主体性，提倡

“和而不同”“因材施教”“平等和

谐”的师生关系，苏轼与门下弟子

经常喝酒游历，亦师亦友。门下弟

子陈师道在《后山师话》中论述苏

轼与秦观二人的诗词，说到秦观

“诗似小词”，苏轼“词似小诗”，二

人哈哈大笑，他虽批判秦观词风婉

约，但爱惜秦观道德修养高。苏轼

注重从道艺两端培养弟子，根据弟

子不同情况加以调整，这是学生主

体性和平等师生关系的体现，值得

学习。

一是加强生命和挫折教育，提

升青少年心理韧性。苏轼的家庭

教育对其豁达特质的形成至关重

要，从小读私塾与普通小朋友一起

学习游戏，这种同伴关系给予其良

好的社会适应性。对于青少年而

言，父母教师不能过度保护，不能

事无巨细替他们操办一切事情，通

过引导，给予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

时间和空间，让他们在实际生活中

体验真实情感，增强心理韧性。苏

轼教育思想中强调社会层面外在

法度的制约，对自我意识淡薄、人

格不统一的未成年来说有一定的

现实意义，只靠内在道德修养难以

对处于发展中的青少年起到完全

的制约作用，需要法治的外在约束

与内在道德相结合，这就是苏轼所

提倡的“德才兼备、技道两进”。

二是尊重学生主体性，建立平

等和谐的师生关系。苏轼注重“求

实重情、差异化教学、人格平等”的

教育模式。对处于矫正期的青少

年，学校教学要以学生为主体，关

注师生关系，关注学生情感，注重

教学情境中的情感因素，因材施

教，将传统文化融入课程体系，使

之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熏染下塑德

正形。对于已有犯罪事实的青少

年而言，矫正期效果如何，不能只

看教育信号所反映的信息，还要把

其放在实际生活中观察。

苏轼并不夸大学校教育的重

要性，对于非制度化的社会教育同

样看重，将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人来

培养，这与西方建构主义和人本主

义学习理论不谋而合。按苏轼教

育思想，在真实教学情境中把青少

年当做社会人来教育，这与马斯洛

需要层次理论相似，只有解决温

饱、尊重和归属感问题才能使人追

求自我实现、修性养德，从而自觉

尊法守法用法。

综上，苏轼的教育思想内涵丰

富，深度挖掘东坡文化便能收获更

大的时代价值。坚持文化自信是

以苏轼为代表的一批古代人所呈

现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带给我们

的底气。苏式教育思想心理内涵

对青少年保护、预防青少年犯罪具

有独特的实践价值，从心理学角度

解析苏轼教育思想，能为“护苗行

动”提供具有可行性和科学性的具

体方案。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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