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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调查

今天

，我们怎样学习

［阅读提示］

“说起来惭愧，我这个英语水平
也许只有自己听得懂。”回忆起自己
学习英语的经历，68岁的石家庄市
退休干部孙建国有些不好意思。

由于上学时没有上过完整、系统
的英语课，孙建国真正意义上的英语
学习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
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刚刚打开，全国
掀起了学英语的热潮。

1982 年 1 月，一档名为 《跟我
学》的英语教学节目开始在中央电视
台播出，很多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可
以实际应用的、生活化的英语。

“那时候我30多岁，家里人多屋
小，每次《跟我学》开始的时候，我
都陪8岁的孩子认真看，边看边学。
后来因为工作忙，英语学习也就抛之
脑后了。”孙建国说。

退休后，一档在电视台播放的英
文节目，唤醒了孙建国最初观看《跟
我学》时的记忆和热情。“我当时就
下定决心，每天至少拿出4小时学英
语，为了学得更系统、更扎实，我甚
至还专门请过一位英语老师进行一对
一教学。”

现如今，孙建国的英文读写水平
不断提高，热爱文史研究的他，甚至
可以去图书馆直接查阅英文书籍
资料。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人均寿命
的增长，越来越多像孙建国一样的退
休老人，产生了继续学习的需求和
渴望。

平山退休教师肖有根的爱好，让
很多人难以理解：当了几十年小学语
文老师的他，在退休后居然迷上了
数学。

“阴差阳错啊！”说起自己过往的
经历，肖有根颇为感慨，“当年因为
作文写得好，就被老师推荐去念文
科，当时也没有认清自己的兴趣所
在。分科过了段时间，才发现理科更
适合自己，但已经不能再重新选择
了。”

重新学习数学很困难，却给肖有
根带来不少乐趣。“有一次，我遇到
了一道颇为复杂的几何证明题，用了
两天时间才将正确的答案得出，当时
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很多人说学这
个又不能挣钱，买菜时也用不到这么
复杂的公式，但我就是喜欢！”

除自主学习外，还有部分老人选
择进老年大学“充电”。

“学校今年春季招生时，原计划
招3100名新学员，但短短几天，报
名表就被领走两万多份。”河北老年
大学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实
上，老年大学‘一座难求’的情况已
经连续多年出现，往年甚至出现过老
年人通宵排队报名的现象。”

河北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
副主任刘亚丽认为，我国早已进入老
龄化社会。随着社会的进步，老年人
更加追求一种生活上的品质。

“他们的生活不再拘泥于为子女
看看孩子、养鸟驯狗、跳广场舞，他
们更愿意追求精神层面的文化娱乐享
受，也更渴望参加社会交流和培养个
人兴趣爱好。他们的老年生活已经由
之前的‘温饱型’转向了‘精神层
面’，他们对于学习的渴望程度是前
所未有的。可以说，终身学习也是他
们幸福感的来源。”刘亚丽说。

文/记者 王思达

学习，这个更多与
学 生 联 系 在 一 起 的 词
语，随着现代社会的变
革，也在悄然发生改变。

不久前，教育部高
等 教 育 司 司 长 吴 岩 表
示，我国高等教育已经
进入大众化后期，即将
进入普及化阶段，终身
学习、灵活的学习制度
将成常态。

正如吴岩所说，如
今，学习覆盖的人群已
被 无 限 扩 大 。 从 校 园
里、课堂内的莘莘学子，
到 已 经 工 作 的 职 场 人
士；从朝气蓬勃的青年，
到退休之后的老人，无
不被卷入学习的浪潮。

学习的方式方法也
被 无 限 扩 展 。 手 捧 书
本、端坐课堂是学习，订
阅公号、线上听课是学
习，建立知识社群、共同
探讨也是学习。

在信息时代和知识
经济的今天，我们为什
么 学 习 ？ 我 们 如 何 学
习？我们的学习发生了
怎样的变化？

□记者

王思达

【相关】

终身学习，
增强老人们
的幸福感

雄县育才中级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的学员正在认真学习电脑
课程。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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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式方法无限扩展

“第八节！和孩子一起去上英语课，加
油！”

12 月 15 日周五晚，家住石家庄裕华区
的全职妈妈张继芬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样
一条消息，配图是她和 9 岁的儿子在一个
教室的自拍合影。

自从两个多月前和儿子一起上英语课
外辅导班之后，每周五晚，张继芬都会在朋
友圈记录自己和孩子的学习历程。

“孩子出生后我就没出去工作了。为了
能更好地跟孩子沟通，也为了让自己不落
伍，我决定每周和他一起去上课，补习英
语，希望能给他做个榜样。”张继芬告诉
记者。

在经历了最初的入门难，以及“与孩子
们一起上课的尴尬”之后，张继芬坚持了下
来。“现在儿子经常跟我比着背单词，看谁
学得好。”张继芬一边笑，一边向记者“炫
耀”了几个并不常用的英文单词。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张继芬这
样的方式，不断学习，充实自己。

石家庄某课外兴趣班负责人王春强介
绍，近两年来，为了陪孩子上培训班而热衷
艺术培训的家长越来越多，原本只开设了
少儿班的培训机构很多都增设了成人班，
包括乐器、美术、围棋等。“我们今年增开了

3 个成人班，每个班 10 人，而且人数还在增
加。”

除了覆盖人群更为广泛外，学习的地
点、方式、方法也正在被无限扩展。

12 月 16 日，石家庄第一家真正意义上
的 24 小时书店——呈明书店正式营业，引
发许多市民的追捧和热议。

“一直想找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学习、阅
读，听说这是家 24 小时书店就过来了。”开
业第一天，正在店内阅读的石家庄市民杨
冰说。

“情况比预想的还要好，每天客流都在
两三千人次，有年轻人，有带孩子的家长，
也有上了年纪的读者。”呈明书店副总经理
张玮表示。

和在书店阅读这种传统的学习方式相
比，利用网络平台和应用程序进行线上学
习、碎片化学习的方式，则显得更具时代
气息。

“对很多忙于工作的职场人士来说，
现在只有碎片化时间能用来学习。”石家

庄市民朱春苏是一名
媒 体 从 业 者 ，在 公 交
上或者走路时用手机
听 一 堂 线 上 课 ，是 他
习以为常的一种学习
方式。

像朱春苏这样的
城市上班族已经成为
线上学习的主力军。

“其实，学习本身就是一个拼凑知识
碎片的过程。回想学生时代，每门课程的
学习都是从一个个概念开始的，零散的知
识点串联起来，才能搭建起完整的知识框
架。即便看书，如果不是一口气读完整本
书，内容的获取不也是碎片化的？都要通
过知识复盘，将碎片化内容系统化。”朱春
苏表示。

某著名音视频分享平台负责人告诉记
者，在知识更新快、生活节奏快的今天，线
上课程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学习方式，一
期期线上课程就像书本的一个个章节，只
要坚持下去，不断累加，就能拼出特定领域
的完整拼图。

是什么让我们不断学习

线上的音频、知识分享社区，线下的业
务培训、内容多样的讲座、老年大学⋯⋯知
识经济时代，各式各样的学习需求和方式

层出不穷，越来越
多的人加入学习
的大军。

今天的我们
为什么要学习？

“促使人们不
断学习的第一个
原因是，在信息时
代，各种知识的爆
发式增长和知识
更新周期的不断
缩短。”中国政法
大学社会学系副
教授郭炳强认为，
量 子 计 算 、引 力
波、众创空间⋯⋯
一个个新名词不
断进入公众视野，
如果不加以了解，
往往令人一头雾
水。

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知识的迭

代与重构从未像今天这么迅速。
“如果不学习，就很容易落伍。”郭炳强

说，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
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
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
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
的脚步。

人们接触到的知识更多了，社会对人
才的要求也在改变。

“当今社会分工更加具有交叉性、综合
性，要求我们的知识体系更为多元和健全，
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工种，不仅仅一专或
一精，而是需要复合型人才。”郭炳强认为。

为了适应变化的社会环境和行业性
质，职场中的人们不得不通过学习进行职
业提升、技能培训，以谋求更好发展。

“时间一晃，90 后已成为行业新锐力
量，我这个 70 后真是感到‘压力山大’。”41
岁的魏平说。

魏平在保定一家软件开发公司工作，
已在行业内打拼 10 多年的，他见证了软件

行业的快速发展。如今他已是公司
中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发现
自己的经验正被快速“折旧”。

“我们这行就是靠技术吃饭，
信息时代技术更新太快，作为软
件项目经理，我有时发现自己的
开 发 能 力 甚 至 比 一 些 新 员 工 都

差，每次开会和布置工作时，我都备感压
力。职场没有铁饭碗，真怕哪天醒来发现
自己失去了饭碗，被扔到求职市场上。”
魏平表示。

于是，魏平开始每天强制自己学习专
业方面的新知识，保证自己在技术层面不
落后。他还定期去北京参加企业管理培训
课程，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不断地
充实和学习，让我的焦虑慢慢减少，以前的
自信又回来了。”

魏平的经历在如今的职场中颇具代表
性。来自易观智库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的
职业培训在互联网、教育、外语培训、会计
培训、公务员考试、IT技能培训等领域发展
较 为 成 熟 。国 家 统 计 局 调 查 显 示 ，截 至
2016 年，全国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已达 9.3
万所。

除参加培训外，为了谋求更好的职业
发展，也有人选择学历进修，读在职研究
生、MBA 等，或订阅人际沟通、职场情商、
人生管理等课程。

促使人们不断学习的另一个动力，则
是精神追求、自我实现层面的兴趣性学习。

“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意义何在？”
“当宗教遇上科学，是谁狂揍谁？”⋯⋯这些
离日常生活似乎有些遥远的问题，来自某
网络音频平台上的音频课程《科学简史》。
自今年 10 月上线以来，该课程的累计收听
量已经超过百万。

类似《科学简史》这样的课程，在各大
音视频平台并不少见。去年，一本《七堂极
简物理课》成为爆款，该书向读者讲述了
相对论、量子力学等 20 世纪以来现代物理
学的伟大理论发现，在亚马逊众多门类榜
单上占据首位。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
授田艺苗的音频课《古典音乐很难吗》，带
大家“穿 T 恤欣赏古典音乐”，播放量已超
千万次。

“对学习者来说，这些知识不能直接转
化为工作中的效用，但却带来了精神层面
的愉悦感和幸福感，因为感兴趣而选择学
习。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和自我要求的不
断提高，这样的兴趣性学习会不断增加。”
郭炳强认为。

付费学习渐成新趋势

相较于某些网络节目动辄上千万、甚
至上亿的点击量，音频课程《科学简史》的
百万点击量似乎不足为道。

但当得知这是一档需要 9.9 元才能收
听的付费节目，你是否会有些惊讶？

《科学简史》的火爆，只是网络平台付
费学习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喜马
拉雅 FM、知乎、分答等付费知识服务平台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郭炳强看来，付费知识服务平台的
出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当终身
学习逐渐成为更多人的需求，当海量信息
带来众多真假难辨、似是而非，人们对真正
有价值的知识，反而更加渴求。

企鹅智酷的调查数据显示，27.6%的人
经常会有想获取特定信息或者资源却无从
入手的情况，50%的人偶尔会有这种情况。
知识经济瞄准的正是这个巨大空间。

最近发布的《知识付费经济报告》显

示，55.3%的网友有过知识付费行为。这里
的知识付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花钱买书、
参加培训班等，而是指知识经济时代，购买
知识付费平台上的产品。

“目前，我国知识付费用户群体达数千
万。同样达到千万量级的，还有活跃在喜马
拉雅 FM、得到、分答等知识付费平台的知
识供给者。”郭炳强告诉记者。

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石家庄
人宋岚，就是千万知识付费群体中的一员。
由于工作需要，宋岚经常接触和尝试当下
流行的新学习方式。今年 8 月，他在某知识
付费平台上看到有人开了个司法考试讲
座，反响还不错。

“我当年司考也是高分通过，我的经验
也可以讲出来，不仅能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还能赚钱。”宋岚说，在根据平台规定缴纳
押金、上传学历证书等文件进行资格认证
后，他在平台上的付费讲座“开张”了：120
分钟的语音，20个问答，售价9.9元。让他自
己都没想到的是，短短 4 个多月时间，他的
讲 座 已 经 售 出 了 600 多 次 ，进 账 6000
多元。

除获得收益的知识分享，知识经济为
学习者们带来的红利也不容忽视：知识不
再被困住，学校里、专业领域内的知识被转
译成大众可以理解的内容，庞杂的知识被
过滤成相对精简的干货。求知欲高涨的学
习者们有了入门的桥梁，学习的时空也被
重构。

此外，知识的传播链条不断简化，学习
者甚至可以直接按需约见达人，向其提问，
当然，是在付费的前提下。在分答 APP 上，
向不同行家提问的定价各异，从几元到几
千元不等。提问者花钱提问，围观者花 1 元
就能“旁听”。而知识技能分享平台在行
APP，则按职业发展、生活服务、投资理财
等类别将达人分类，附上详细介绍和约见
价格、用户反馈，尝鲜者不少。

付费学习的另一个好处是提高学习效
率。今年第一季度一份微信公众号调研数
据显示，所有微信公众号的平均打开率只
有 4.63%。当打开率低迷成为内容生产遭
遇的普遍问题，需要付费的知识产品反而
有自己的优势：相较免费内容，付费行为代
表了学习者的选择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学习成本，能让学习者更加珍视内
容本身。

“知识的供需市场上，很多人是生产者
也是消费者，是分享者也是学习者，身份的
边界在逐渐融合。”郭炳强说，“知识经济是
门好生意，但又不只是门生意。让更多有价
值的知识留存下来，被更多有需求的学习
者获得，生意也就有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