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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中的时代记忆
时代进步、科技进步，可谓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和学习环境无一不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尤其学习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每个阶段的变化承载的不仅是每个人独特的回忆，更是时代的印记。
回忆那些曾经的学习方式，不是为了诉苦，只是想告诉大家：在这短短几十年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面对祖国翻天覆地

的变化，我们在自豪的同时，也不要忘记努力奋斗让自己成为下一个奇迹的见证者和创造者。

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很多乡
村，是只有二十三户人家办起的耕
读小学，村里儿童都能入学。耕读
小学是为贯彻执行“两种教育制
度、两种劳动制度”解决农村孩子
就地入学问题而在广大农村兴办
的学校。耕读学校都是采用半耕
半读的方式，即半天务农半天读
书。农忙季节，耕读小学的学生白
天参加劳动，晚上就点着煤油灯上
课学习。耕读小学的学生除了学
习文化知识外，还学习农技知识。

今年 80岁的陈爷爷分享自己
的入学故事：我们村里的那所小学
校，就建在村东头的山坡上。学校
教室共分前后两排，教室房屋是用
石头垒的石墙，房顶是用山上的枯
草和麦秆搭起来的，教室虽然破，
但用石头垒的墙却很坚固。课桌
都是从山上运回来的薄石板，用两
块长方形的石块支起来的，时间长
了就磨得滑溜溜的了。我直到初
中一年级才用上了木头课桌。说
是课桌，其实就是用一块长方木

板，下面歪歪扭扭地安上了四条腿
而已。教室的黑板是用水泥抹在
墙上的，干了刷上墨，用久了滑溜
溜的，粉笔写在上面发出吱吱嘎嘎
刺耳的声音。教室年久失修，每到
雨季下大雨的时候就从房顶的破
洞里哗哗地向下淌水，学校只好提
前放学，学生们就趟着水回家。所
以，一到夏季我们就盼着下大雨。
冬天凛冽的北风夹着白毛雪，呼呼
怪叫着从教室前面门窗破洞吹进
来打个旋儿，又从后面的破洞钻出
去，不多时，地上、石桌上就落下厚
厚一层白雪，本来就穿得不多的学
生，脸上和手上都冻出了许多的冻
疮，一直要等到来年天暖和了才能
好。老师也是被冻得哆哆嗦嗦地
在黑板上写着字，手也就不听使唤
了，一节课光把粉笔按断在黑板上
就有好多次，有时一边用手擦着清
鼻涕，一边哈着白气讲课。老师在
上面跺脚，学生在下面搓手。我们
周而复始地过着这样的日子，直到
毕业。我上小学的时候是 60年代

末，学制要缩短，我们的学制也被
缩短成小学五年、初中两年。一般
是上午连着早自习上 3节课，下午
就要去“学农学工”。上午上完课，
下午带上农具，排着歪队，由老师
领着，唱着“我是公社小社员”歌
曲，去割草、积肥、拾麦穗，帮生产
队干农活。

除了陈爷爷描述的耕读小学
以外，当时的大学生是可以减轻家
庭负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
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全国人民都在
追求温饱。由于当时的大学生招
得比较少，能考上大学的，费用基
本由国家承担，生活用的被褥、脸
盆等，还有学习用的讲义、笔记本
之类的都是由学校发，学生一般就
需要自备一支学习用的钢笔，每月
还会得到津贴。直到今天，有些年
纪大的老人经常因为晚辈们不珍
惜现在的学习条件而感到惋惜，因
为在他们的记忆里，艰苦的学习时
代印象实在太深了。生活不易，学
习不易，且行且珍惜。

80年代高考刚恢复不久，这是
一个人们心志单纯且怀揣梦想的
时代。很多人从学校、车间、农田、
军营涌进高考考场，其中甚至还有
父子、母女、师生携手同进一个考
场的情景。最终脱颖而出的人，像
冯小刚导演的《芳华》里一样，背着
铺盖卷，拎着彩色网兜，里面装着

“红双喜”脸盆和磕出黑底的搪瓷
缸，个别人还有一点像白糖这样上
好的“营养品”入学。新生常规用
品大多是雪花膏、暖壶、被褥和鸡
蛋，手表则是极少数同学才戴得起
的奢侈品。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为
10元至 16元，是学校根据“家庭情
况”分级发放的。

由于那时电子通讯不发达，人
们交往只能靠书信往来，钢笔是每
个大学生的必备品。对那个年代
记忆犹新的杨老师说：“那时候的
生活极其简朴，孩子多、收入少，初
中学生家远的就住校，一周回家一

次。像陪读啥的根本不存在，能在
赶集的时候，爸妈顺便带点儿肉回
家就是人间美味了。学生入学的
必备品是自己的饭盒，因为食堂没
有公共餐具。记忆里，那时候大家
都很节俭，除了学习用具，没有能
力购置其他物品。少数家庭条件
好的，有随身听或者吉他。我们那
时候上大学的行李也很简单，就是
基本的生活用品，到学校所在城市
的火车站后，学校有班车，各系门
口有迎接新生的同学，直接给领到
宿舍去。白天站在大学校门口，迎
面走来的学生们穿着中山装，上衣
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时髦的人会
在手腕上戴一块表。而新生们的
行李中都会装着一些粮票和几十
元钱，还有当时的热门“电器”——
收音机。我那会儿迁入户口学校
会发粮票，每月 33斤，报到时要带
些现金以备不时之需。除了迁户
口外，那时还得迁粮食关系，自带

一个月的粮票。我因为考的是本
省的大学，所以带地方粮票就行
了。考到外省的同学，还要带全国
粮票。大概到 1993 年、1994 年时
粮票才取消。”

据刘老师介绍，那时候电视机
虽然开始进入家庭，但抢不走学生
们的注意力，他们有许多课外读物
去看和许多事情去做，家长不用控
制看孩子电视的时间。那时，有些
家庭还有老人同住，学生们普遍会
为老人们做些事情，挺自然的。80
年代初，作业负担不算重，初二有
个班的学生就不定期地自己办报
纸。学校还可以组织不少课外活
动。在寒暑假里，一定有不少兴趣
小组在活动，而不是什么学习。那
些兴趣小组，课外活动恰恰给学生
们自由接触创造了良好且真实的
机会和平台。那个年代可以说是
纯真浪漫的年代，也是开始有梦想
的年代。

90年代到新世纪这段时间，大
学生们去学校报到带的常规物品是
小风扇、电暖壶、磁带录音机，奢侈
品是大哥大、BP机。那时候，大学
不需要被褥，学校统一发放，一些生
活必需品在校园可以买到，带银行
卡就行。很多学生报到时还带了听
英语和广播用的单放机，日记本和
好几个版本的字典。用磁带听流行
音乐、学习是当时年轻人的潮流。
那时，高考还在 7月的 7、8、9三天。
那些年高考要考总七科，总分 710

分。教室还没有空调，考场里面前
后有电风扇，每次考前老师都要在
屋里洒水降温。

21世纪电子产品也逐渐普及，
进入新世纪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迅速增长，家庭富裕的学生不惜在
高价电子产品上“砸钱”。那时候，
年轻人更愿意自己抒写感情，青春
文学风靡整个校园。那时的学生
们暂时丢开了一些传统的杂志，而
青春文化类杂志则被争先恐后地
传阅，给在疯狂刷题的学生们带来
了情感上的慰藉。那时，刚刚有了
互联网，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接触

过，很多人连@是什么意思还都不
知道。那时候还没有QQ、微信这
种联系工具，个人通讯都还是大哥
大、BP机。随着计算机产业的飞速
发展，学校里出现了多媒体教室，
已经很少再有单纯的传统教学仪
器，一般都用计算机做终端，形成
新一代智能化教学仪器。在教学
方法上也由教师为主体转变成以
学生为主体。学生由被动式学习
转变成主动探究。以往的实验教
学都是用传统的实验仪器完成。
90年代，计算机辅助教学、虚拟实
验教学等各种软件蓬勃发展起来，
这是利用信息技术整合传统教学
的一些重要手段，对教学改革起到
很好的作用。

新时代，经济条件越来越好，
学校的基础教学设施日趋完善，
音乐、美术、绘画、钢琴等功能室
一应俱全，图书阅览室、食堂饭菜
也日益标准化。国家更是高度重
视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的革命性
影响，把教育信息化纳入国家信
息化发展整体战略，信息技术在
教育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席卷而来。教育信息化的
根本目的是促进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当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对教育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新的技
术和手段的运用上，而且对教育
的发展带来更新的理念和动力，
使教育内容、方法和模式发生深
刻变革。

当代，是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
代，对学生提出了一个个机遇和
新的挑战，这就要求学生们不仅
要学习各种文化知识，还要学习
各种专业知识，特别是在新课标
下信息技术与学科整合应用性体
现了教学方式、教学方法、学习活
动灵活多样性，知识可以用文字、
图像、动画、声音、视频、图形等多
媒体表现出来。

把全社会的教育资源连接成
一个信息海洋，为教学提供了丰
富的共享资源。新课程的教学特
别强调信息技术的普遍应用，逐
步实现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学
生的学习方式以及教学过程中师
生互动方式的改革，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
发展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环境和
有利的学习工具。在电脑、多媒

体、网络等信息技术条件下，个别
化教学模式、小组协作学习模式、
远程实时交互多媒体教学、在线
学习、在线讨论等等，使得学生的
学习更加主动、积极、便利。课
上，通过分组教学系统，及时而高
效地反馈学生的自主提问；结合
教学内容，让学生实时登录网上
商场、电子银行，浏览城市风光；
运用百度等搜索引擎，查检资料
验证、补充教学内容。通过这些
方式，多途径学习、网络学习、为
多维角度构建知识提供了丰富多
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
具。总而言之，在这种课上，我们
可以看到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的课
堂教学的应用性走向和趁势。

除此之外，手机这种方便、快
捷的通信工具在每个家庭更是普
遍使用。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一
些初中生、高中生。手机进入了
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校园，在每个
班级中，拥有手机的学生不占少
数，相比传统学习中印刷课本，手
机可以很好地支持学习者随时随
地进行学习，比如借助手机为载
体的各种学习 APP 层出不穷，无
论是英语课程、数学课程、钢琴课
程应有尽有，随时随地都能补充
知识。

在正确的引导下，手机也成为
了一个真实有趣的“多媒体教
室”。学生的学习情况、强项、弱

科、甚至性格特长都将被系统自
动记录，老师和家长可以通过学
生在手机课堂上的表现全面地了
解孩子，然后对症下药，实现真正
的个性化教育。今天，中国的学
生和家长只要通过手机就能够找
到全国各地的名师，以最低的价
格来给孩子上课。孩子回到家，
打开手机，就能找到世界各地最
优秀的老师给自己上课、辅导作
业。老师在给学生远程辅导的过
程中，不仅可以和学生进行课堂
互动、布置学习作业，还能根据课
本内容给学生写板书，分享课件
和 PPT。

新时代，《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出，要在教育领域推广“互联
网+”，推进网络教育。以党的十
九大召开为标志，教育领域正在
构建全新的教育生态——教育信
息化 2.0 时代。2.0 时代借助数字
教学资源、远程通信等技术，实现
随时、随地、随需学习。在这一背
景下，基于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
机的移动学习，逐渐成为近期教
育发展的趋势。手机作为重要的
学习工具，正在对人们的学习方
式产生重大影响。

1960年代——

半耕伴读的艰辛

1980年代——

理想在大学生心中闪闪发光

1990年代到新世纪——

见证了数码的更新换代

新时代——

网络化教学走进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