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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什么样的生活可以叫做新生活呢? 只有一句话———新

生活就是有意思的生活。……其实这种新生活并不十分难，

只消时时刻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就可以

渐渐地做到我们所说的新生活了。”这是胡适对新生活的定

义，那么我们应该怎样认为呢? 我们认为新生活就是青少年

能立足于新世纪，成为新世纪的主人和强才。

青少年能否成为新生活的主人，关键在于是否拥有足够

的竞争资本和超强的竞争能力，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

出。中小学时期正是积累知识培养各种能力的关键时期，青

少年应该认清自己，作好自我的人生设计和规划，有针对性地

进行自我学习和训练，全方位塑造自己。

21 世纪是一个竞争的世纪，这种竞争是人才的竞争，是

人才素质和能力的竞争。未来社会对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提出

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提高青少年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开阔青少年的视野是基础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新生活》丛书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组织素材，主要由各

种素质培养方法和技能组成，主要包括: 学会演讲文艺、学会



创新之路、学会自立之才、学会自娱之道、学会读书之径、学会

自卫之计、学会交往之礼、学会写作之技、学会学习之法、学会

处事之智，学会防病之秘、学会审美之趣、学会守法之规、学会

推理之思、学会管理之术、学会关爱之情、学会健体之招、学会

适应之能、学会生活之益和学会做人之本。

本套丛书编写体例系统而科学，内容丰富而新颖，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是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好伙伴，也是帮助青少年

成功成才的好图书。

本套书适合青少年读者、青少年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家

长阅读。因编写时间仓促，本书难免有不足之处，敬请指正。

编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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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适应客观环境

人的成长

传说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斯芬克司的狮身女怪，常常蹲

在路口叫过路人猜谜：什么东西在早晨用四条腿行走，中午用

两条腿行走，晚上用三条腿行走。斯芬克司与路人有约在先，

不能猜中者，便统统成为她腹中之物。正在她得意的时候，俄

狄浦斯揭开了谜底，原来女怪说的就是人。人在婴儿时用四

肢爬行，稍大之后用两条腿行走，老年时用手杖帮助行走。在

聪明人面前，斯芬克司觉得无颜相对，只好自戕了结了尘世间

的烦恼。

人的幼年乃至少年期是一个依赖期，一个心理和生理上

的爬行期。直立行走的人在生命的初始阶段只能借助四肢匍

１



２　　　　

匐而行，这是生命的缺憾。在这一点上，人真要羡慕田野里的

一粒种子。植物生命的潜能似乎全部蕴藏在种子里面，只要

条件适宜，就可破土而出，长成参天大树。它无须父辈的庇

护，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它自生自灭、生生不息，完成了种族

的延续。但人却无法生来独立，依靠生命潜能立于世间。可

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因为有了这个依赖期，人才能在长辈

的精心哺育下，在精神上站立起来，最终成为万物之灵。

人虽然有一个羸弱的童年，可上苍却给他了一个生命的

港湾———家庭。

在嗷嗷待哺的日子，孩子感受到了父母和家人的亲情，学会

了爱，学会了用语言传递信息。尽管最初发出的声音是电报号码

似的语言，谁也不知道他在诉说些什么，可那却是幼小的心灵向

世界发出的宣言———我要向你倾诉，倾诉童真、倾诉幼稚、倾诉

爱。在学会走路的日子，孩子感受到了独立行走的艰辛。摔倒

了，又爬起来，在磕磕碰碰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磨难。在父母的扶

助和赏识中，体味到了成功的快乐。在父母和亲人的帮助下，孩

子们学会了各种各样的知识，学会了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行为准

则。孩子在一天天地长大，一天天地强壮起来。这时，他们在生

理上已经能独立行走，可是在心理上，他们仍处在爬行期。当游

戏不再是他们描述和理解世界的主要活动时，他们步入学校。为

完成心理上的断乳，为接受世代相传的文化，开始了漫长的学习

２



３　　　　

生涯。

在学校中，孩子们学会用符号描述世界，表达自我，接受

社会规范。在复杂的符号世界中，他们求知、探索、品味人世

间的酸甜苦辣，感悟生命的价值，体味成功者的艰辛。在挫折

的困扰中，学会向多姿多彩的人生挑战。在教师的指导下，通

过书本知识开启了认识世界的大门。精彩的外部世界一点点

走进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知道了世间万物存在和运行的基本

法则，于是不再对某些自然现象产生恐惧。他们不再惧怕雷

声与闪电，也不会在夜晚把自己留在地上的影子看作是鬼魂

的显现。在上一代精心的哺育下，不必再重蹈人类认识的覆

辙，就可以直接超越他们的祖先，他们是何等的幸运。在与自

然和社会交流对话的过程中，孩子们变得越来越强壮。

有位哲学家说过，这个世界由三部分组成，一个是外部的

自然世界；一个是人们创造的符号世界；再有一个就是人们的

心灵世界。如果有一场毁灭性的灾难降临于世间，摧毁了前两

个世界，只要心灵世界还存在，人们就可以重建失去的两个世

界。正是为了在精神上站立起来，在人生的依赖期中，孩子们

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来充实自己的心灵。

当漫长的依赖期过去之后，人们告别了爬行的婴儿时代，

度过了不知愁滋味的少年时光，在为青春感到喜悦的时候，开

始去独闯世界。终于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立起来之后，他们便

３



４　　　　

不再去抱怨总是要扶着他的成年人。

人之强大不是与生俱有的。但是与世间所有生灵不同的

是，人是在出生之后，在依赖期中，完成了种族生命史的超越。

在生命不再孤立无助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感谢上苍给他的那段

依赖的日子，感谢为他们成长而洒下汗水的成年人。

人这样成长
李斯诺特（美）

一个孩子在充满批评挑剔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吹毛

求疵地谴责他人。

一个孩子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争论反抗。

一个孩子在充满恐惧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忧虑害怕。

一个孩子在充满被怜悯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自哀

自怨。

一个孩子在充满嫉妒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贪得无厌。

一个孩子在充满耻辱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自觉有罪。

一个孩子在充满宽容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有耐心。

一个孩子在充满鼓励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自信。

一个孩子在充满赞美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赏识他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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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孩子在充满认同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爱惜自己。

一个孩子在充满被接受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爱惜

世界。

一个孩子在充满被肯定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立定

志向。

一个孩子在充满了分享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慷慨。

一个孩子在充满公证诚实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正义

真理。

一个孩子在充满安全感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信任

他人。

一个孩子在充满友善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热爱人生。

一个孩子在充满安宁的环境下成长，他学会了平安。

被狼养大的孩子

她们习惯于白天睡觉，夜晚游荡，每天晚上会像狼一样嚎

叫多次。

１９２０年，辛格博士在印度发现了２个由狼养大的女孩。

在狼群中生活了多年，她们的生理机能和习性就渐渐近乎狼

了。她们有腿不会直立行走，只能在地上爬行；有手不会劳

动，两只手变成了狼似的前爪；有嘴不会说话，只会嚎叫。大

脑也不能思维。她们的眼睛则是白天畏光，晚间闪闪发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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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她们习惯于白天睡觉，夜晚游荡，每天晚上会像狼一样嚎叫多

次。辛格博士将她们送进了孤儿院，并给她们起名阿玛拉和

卡玛拉。为了恢复她们的人性，辛格博士教她们学说话，但结

果并不理想，其中年龄较小的阿玛拉离开狼群不到１年便死

了。剩下的卡玛拉４年过后还只能听懂几句简单的话，学会

了６个单词，７年后也只学会了４５个词，会说几句不流利的

话。到她１７岁死去的时候，智力发展仅相当于４岁小孩的

水平。

与狼共舞的阿玛拉和卡玛拉的经历告诉我们，离开社会

环境，人将丧失人性，而只具有兽性。人是社会性动物，按照

马克思的观点，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

是在社会中获得了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一切客观条件。

在社会环境中，社会文化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最基

本的条件。在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这个社会所特

有的文化，并以此为依托、为背景来求得个人的发展。文化是

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就概念本身来讲，文

化是一个应用最多，涵盖面极广，而又最模糊不清的概念。不

同的时代、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

过解释。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对文化进

行了如下的表述：文化，是人类以社会成员的身份习得的复合

性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其他一切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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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和习惯。人们在学习社会文化的过程中，了解了人类世

代相传的各种知识，形成了体现自己民族特点的道德与信仰。

在此基础上，逐步具备了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并为这个社会

所接受、所认可。离开社会的文化土壤，人将失去自身发展的

丰富性和多样性，如同田野中一朵枯萎的花，因没有各种养分

可润泽，生命就在无助中沉寂，失去光华，直至毁灭。

社会文化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基本内容，但是如果没有丰

富的群体生活以及在群体生活中所形成的社会互动，人的发

展也很难实现。

曾轰动南京的“马超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南京铁路

局工人马超由于个人生活受过挫折，精神受过刺激，患有典型

的强迫症。他害怕孩子受人欺负，将３个孩子一直关在家中。

当人们发现这一情况时，大女儿已１９岁，二女儿１５岁，最小

的儿子也已１１岁，但他们的智力年龄经测验分别只有５岁、３

岁和１岁。

社会文化虽然可以通过文字、读物、电视、电影等大众传

播工具的灌输，但是人的社会性的形成较直接的还是人与人

之间的相互教化、感染、暗示和模仿。孩子们喜欢动，热爱群

体生活，怕孤独，喜欢与同龄人———同学、朋友打交道。这种

群体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产生的相互影响，可以促进信息交

流，增长知识，加速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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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人的发展是以社会文化为内容，通过社会群体的相

互影响实现的。人类成为万物之灵，不仅是因为他与生俱来

的素质，还取决于他所生存的环境。人性是由社会所赋予的，

离开社会环境，人性将不复存在。

谋生的选择

在我们生存发展的２１世纪，激烈的国际竞争又再一次改

变了人们谋生的选择。在当代，生存和发展显得同样重要，二

者互为基础。新的生存环境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政

治、经济日益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危机感和使命感同在，机遇

和挑战并存。

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必须学会学习。在当代，学习已不

仅仅意味着获得某种知识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掌握求知的方

法和形成某种能力。中国古代留下了一个“点石成金”的故

事。一个仙翁把一座石头山点化成金山送给了穷孩子，可孩

子还是久久不肯离去。善良的老人问孩子，还需要什么，孩子

的回答超出了老人的预料，他说想要老人那个能点石成金的

手指头。过去人们说这个孩子贪婪，今天人们认为这个孩子

聪明。他需要的是受用终生的财宝，并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为了谋生，每个人都要掌握一些点金术。在现代，这些点金术

包括最基本的读、写、算能力。但是这些最基本的能力也发生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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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变化。

１９６５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伊朗德黑兰召开的各国教

育部长会议上首次提出，一个人如果缺乏基本的读、写、算能

力就是“功能性文盲”，那么时至今日，读、写、算能力的含义已

超出了原来的含义。有资料记载：

读的含义在发生变化。不仅要读印刷的文本，而且随着

全球网络化，如何有效、快捷地读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成了一

个现代人必备的才能。

写的含义在发生变化。写不仅像我们以往习惯的那样爬

格子，而是需要计算机的“神手”。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将自

己的想法写在网上，那样可以和全世界的人交流，获得更多的

帮助和启发。

算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我们不仅需要核算物资成本和

产出，而且要节约精力，把握生命的张弛节律，将最充分、积极

有效的精力投入到最有意义的活动中去。

其实掌握这些基本能力，仅仅是拿到了一张适应现代生

活的通行证。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将掌握足够广泛的普通知识

与深入研究少数学科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人们很难再成为

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但却可以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为谋生

而选择的学习将伴随人的终生。

为了生存与发展，人们还要学会做事。在东北大学有一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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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计算机软件开发基地———阿尔派集团公司，这里人才

汇集，学者如云，竞争也异常激烈。录用时要经过各种严格的

考核，试用期为１年，有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在１年后被辞

退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在学校读书成绩优秀的大学生

缺乏社会适应能力，其中包括能够应付许多情况和集体工作

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在现代社会却非常重要。北京师范大学

未来教育研究中心原主任桑新民教授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

喻：“有的国外教育学家将学历和专业技能称作是社会上谋生

的第一、第二本护照，而这只证明了你有从事某一职业的资

格。我认为无尽的创造力与适应能力才是在数字化生存时代

的第三本护照”。

一些国家的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诸如日本东京大

学曾对四年级毕业实习做了规定。

９个月的实习期分三阶段，第一阶段去扫３个月的厕所；第

二个阶段下到销售点，做３个月的推销员；第三个阶段才是参

观工厂，从事一些技术性的工作。这９个月给大学生提供了一

个充分适应社会的机会，也全面地培养了他们的多种社会适应

能力。试想一个大学生连平日认为是最卑微的扫厕所工作都

能全身心投人，还会有哪些事情做不好呢？

为了生存和发展，人们还要学会合作。美国前宇航局负

责人曾指出，阿波罗登月计划由梦想化为现实是人类智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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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结晶。本世纪应该是一个合作的时代。可在现实生活

中，好多学生却蔑视与他人友好相处。

人越过高地估计自己在所处群体中的长处，就会对其他

人怀有偏见，而找不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在共同的生活

中，人们要发现他人，彼此相悦，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并为实

现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在现代社会，在生存和发展同样重要的时代，谋生不再仅

仅是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而是围绕着个人对社会的适应以及

在适应基础上的发展，更多的是关注个人潜能的开发，更多的

是解决生活的质量问题。与以往不同，谋生和发展结合在了

一起。因为这是一个不允许没有适应能力的人存在的社会，

低起点的生存必然为高起点的发展所取代。为了生存，人们

必须学会适应发展所要求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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