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假了，该好好学习了 

 

其实假期比学期更适合学习。 

 

马克吐温说过：我从不让上学妨碍我的学习。什么时候最容易做到这点？当然是

假期。 

 

上学是为了学习，但上学还有其他目的。对大学生来说，除学习外，上学还可以

交友扩大朋友圈，可以在交往中培养情商，可以尝试合作、组织和管理，尝试失

败，为进入社会做好经验和心理准备，等等。 

 

对社会来说，除培养劳动技能和提升人力资本外，正式的学校教育还有所谓“社

会化”功能，形成一些共同的认识和预期，促进文化传承，培养公民意识、社会

责任感、法律意识等等。 

 

学习也不依赖上学。也可以自学，找师傅学，在实践中学，等等。其中自学，自

己决定学什么，自己找资源学，用自己的方式和节奏学，是主动的学习，是最佳

的学习姿势。如果不能自学，即使有好的老师或师傅，也难得学好。如果能自学，

即使不能上学，也能无师自通。 

 

因为有社会和官方认可的课程体系和评估程序，学校教育自带权威，给人安全感。

好像坚持上学上课，完成作业通过考试，就能学到该学的。好像学生只要虚心接

受，就能在学校吸收足够的有利可图的知识和技能。 

 

但这是个危险的错觉。每个学生都不一样，尤其有不一样的潜力和兴趣。在整齐

划一的课程体系里被动地学习，会不小心成为庸碌之辈。一个商品供给太多会变

得廉价，学校教育的乖孩子供给太多，他们的命运就是卷。 

 

而如果想差异化，想培养独特的竞争优势，那就要在学校教育的空白地带主动地

学习。这是为什么学校教育应该“留白”，不能安排太多课，课后也不能有太多

作业，要给学生留时间，允许他们“定制”自己的学习。 

 

寒假和暑假，正是学校教育留出的最大空白。对学生来说，假期的意义不只是休

息，从期末考试的创伤中恢复，更重要的是换种方式，主动地学些不同的东西。

假期不该是学习的中断，而是在学校教育舒适区外的独自探险。 

 

如何度过本科阶段 4个寒假和 3个暑假，决定了本科教育的个人定制水平，也就

决定了大学学习的质量。没有指标能衡量这种质量，只有多年后的自己心里知道。 

 

那么假期学什么？我其实应该就此打住，因为考虑学什么，也是主动学习的一部

分。我毕竟是大学老师，在假期写这样的文章，其实也在威胁属于学生的留白空

间。所以接下来的不是建议，而是一个江湖闲人的独白，听过随风。 

 

首先，阅读。老师推荐的论文和书，之前忙着卷分数没时间读，终于可以在假期



读完了。 

 

第二，还是阅读，阅读人文经典。绝大多数专业的大学生，包括理工科，还包括

社科甚至人文学科，应该多读人文经典，比如小说、传记、历史、哲学等等。为

什么？因为大家都缺。现代大学急于传授有用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把“没用”的

人文课程最小化。在所剩无几的人文课程中，学生也没时间阅读经典。 

 

当然，我不认同人文没用。恰恰相反，好的人文训练让人更能写作，更能说服，

更能审美，让人更丰富，更能共情，更懂人，更懂自己，让人成熟。看上去没用

的，恰恰是人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 

 

现代大学已经基本退出培养文化人的角色，所以人文训练只能靠自己，尤其靠阅

读经典。好在经典本身自带娱乐，只要愿意付出一点努力（读书可能不如小视频

那么容易入手），就会乐此不疲。 

 

其中阅读传记及自传，就像体验别人的人生，体会他们在人生路口的彷徨和抉择，

对大学生尤其有价值。 

 

阅读书目不能局限在中文。如果发现英文阅读能力不够，那么假期也是突击提高

英文词汇量和阅读能力的好时候。 

 

最后，假期可做（搞）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各种创作，研究，旅行，实习，打

工等等。甚至琢磨做点小生意，不在乎赚多少钱，在乎对生活的深度体验。 

 

一旦打开假期的可能性，可能会像小时候一样觉得假期短。寒假短，暑假也短。

不过以前可能是因为玩不够的游戏，而现在是读不完的经典和搞不完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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