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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师德培训活动暨京师好老师生命成长营第七期在京举行。活动

中，围绕“教育，是生命的共同成长”的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4位名校长分享了他们的教育实践与智慧。

教育，是生命的共同成长

思想峰汇

一年之内，你有没有到电影院看

过5部电影？有没有去正规的音乐厅

听过一次音乐会？有没有完整地品

读过5本书？有没有经常与你的学生

在大树底下聊天？当然，这不只是谈

学习，而是谈自然，谈世界，谈生活，

谈人生……

这是我经常问自己、问全校教

师的几个问题，我觉得：校长和教

师要有浓厚的生活情趣，要有美好

的 生 活 感 受 ，要 有 丰 富 的 生 活 体

验，然后他才能把这份生活的美好

传递和迁移到教育教学之中，传递

给学生，他的教育生活也会变得越

来越美好。

我一直认为，教师不一定是完

人，但一定不能是一个庸俗的人。

什 么 是 庸 俗 ，就 是 没 有 见 识 过 美

好。所以，师德教育不仅靠要求，靠

告诉，靠制度约束，更重要的是用美

好感召教师。教师不断受到美好的

感召，就会把美好的种子播撒到学

生的心田。

我想起曾在我生命中播撒美好

种子的两位师者：一位是教我初中语

文的朱老师，每到上语文早自习时，

朱老师都会在黑板的右上角用漂亮

的粉笔字抄写一首唐诗宋词，什么话

都不说，同学们都心知肚明地背起

来。久而久之，班上大多数同学“背

功”日进。我那时是班上的语文课代

表，虽然我不怕背书，但有一个问题

在我脑海中始终挥之不去：为什么朱

老师要我们背那么多唐诗宋词？背

这些有什么用呢？到了初三中考前

夕，我实在忍不住了，就问了朱老师

这个问题。记得当年朱老师的回答

是：你们背这些唐诗宋词，中考不一

定会考，现在不一定要用上，但是将

来肯定有用……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朱老师不

是为了考试而教，而是为了学生的

语文素养而教；不是为了分数而教，

而是为了学生的未来而教。朱老师

就这样在我的少年时代播种下一颗

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种子。时隔 15

年，我当上了一所小学的校长，在学

校大力开展“20+20”的活动，即全校

学生每天早晨诵读 20 分钟经典，每

天中午习练 20 分钟书法。如此，我

又把文学和传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到

更多孩子的心田。

另一位师者我至今仍叫不出他

的姓名，但他是我初中时代一抹美

好的记忆。他是一位上海知青，上

山下乡到我们当时的乡镇初中教音

乐。他瘦高个，白净的面庞，在一个

乡村少年的眼里，有一种玉树临风

的感觉。我那时就读的乡镇初中条

件十分简陋，教室是砖瓦结构的平

房，教师办公室也是一排低矮的平

房，操场上一年四季全是土。一到

上音乐课，他就会从低矮的办公室

走出来，穿过满是土的操场，脚底下

还跟起一阵阵尘土，走向同样低矮

的教室。而他的肩上，永远会背着

一把黑白色的手风琴。于是，他拉

着手风琴穿过操场的画面就成为我

一个乡村少年眼中的文化风景，而

他穿过土操场的身影和悠扬的琴声

永远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这位不知姓名的教师，他那高贵

的教育气质和学科气质，让学生景

仰，而他在孩子心中悄然播下的艺术

种子，也会伴随孩子终身。后来，每

当学校招聘音乐教师时，我都要看看

哪位教师能拉着手风琴或是吹着横

笛穿过操场，能为学校增添一道艺术

风景、文化风景……时至今日，我在

学校定期为师生举办个人演唱会、专

场音乐会、师生书法展、画展、摄影展

等，让学校再多一道道亮丽的文化风

景，也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播下一颗

颗艺术的种子。

时常有人问我：理想中的教师是

什么样子？我总会不假思索地回

答：“麦田的守望者”，我的脑海中就

会浮现出一幅无比美好的教育画

面：在一片大麦田里，有一大群孩子

在游戏，而我就和教师们坐在田埂

上，站在麦田里，走进孩子们中间，

和孩子们一起游戏。我们笑着、望

着、欣喜着。我们的身边是一望无

垠的金黄麦浪……我愿意一直做一

个“麦田的守望者”——

守望童年的美好，守望教育的

美好！

（作者系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校长）

守望童年的美好
□ 张基广

转眼间，参加教育工作已经 30

年。30年里，每年春节我都要去给我

第一个工作单位的老领导于世登校

长拜年。回顾职业生涯的30年，于世

登校长给我的人生打上了深深的精

神烙印。他是我的“重要他人”，也引

领我如何成为他人的“重要他人”。

1988年，我被分配到一所偏远的

农村职业中学。当年的于世登校长

50多岁，给我的第一印象不像想象中

的校长，更像一个淳朴的农民。事实

上，他就是用农民式的热情和智慧调

动着师生的积极性，引领学校跨越式

发展。当时，农村学校条件差，青年

教师的生活和婚姻问题突出，影响队

伍稳定。于世登校长经常领着单身

青年教师到他家吃饭，嘘寒问暖，还

给年轻人穿针引线当红娘，在他的热

心促成下，本校教师之间就成就了十

几对。学校条件艰苦，有的教师因特

殊原因需要调离，他从不阻拦，而是

积极帮忙协调。因为他，这所农村职

业中学焕发生机。

于世登校长的言传身教影响着

我的教育理念和实践。2001年，我开

始做校长，在学校实施“个性健康”教

育，为师生个性健康发展提供最大的

舞台。我认为，学校中的每一位教师

都有个性，体现为“与众不同”。作为

校长，就是要对教师的个性悦纳、包

容、理解、赏识，同时加以智慧引导与

促成，营造“和而不同”的发展氛围。

于宪平是学校的语文教师，是一

个文学爱好者，在作文教学方面成绩

突出，但教学成绩一般。为促进他个

人发展的同时能带动其他教师的个性

成长，我帮他制定了个性化发展规划。

当时，于宪平教初三语文，兼任班

主任、初三年级部副主任。在校长办

公会上，我提出他不要跟着教毕业班

的建议，让他把工作重心放在起始的

初一、初二年级，充分发挥他的写作特

长，调动学生学语文特别是写作的积

极性。当时大家意见不一，我征求于

宪平的意见。他起初很为难，因为这

批孩子他教了三年，很想把他们送到

毕业。我与他权衡利弊，谈了我的观

点，认为毕业班教学相对单一，不利于

他开展“文学教育”；而教初一、初二年

级和带文学社团，在培养文学人才的

同时，更有利于促进教学个性的发展。

于宪平接受了我的建议，并实施

了我们为他量身定制的成长规划。

从此，他没有再带过毕业班，一直在

文学教育的路上扎实前进。如今，他

辅导的学生正式出版个人作品集 24

部，学生多次获得大型比赛第一名的

荣誉，他的作文教学著作《本色作文》

已出版发行，成为淄博市优秀教师、

教学能手、淄博市名师建设工程人

选，山东省年度教育创新人物。2014

年，他担任了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

从影响我教育人生的于世登校

长，到从我的学校走出的于宪平校

长，他们让我懂得，校长既要尊重人、

成就人，同时在当今“立德树人”的背

景下，还要坚持做到这样三个方面：

一是怀仁爱之心。齐鲁是东夷

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孔孟之道的发祥

地，传承诚实、尚义、节俭、好客、豪

放、刚烈的山东人情怀。同时，作为

教育人，仁爱之心要求我们面对教育

及教师自身成长要有胸怀和视野，责

任与担当。

二是守忠恕之道。我们要做到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要对教师的个性悦

纳、包容、理解、赏识，同时加以智慧引

导，营造“和而不同”的发展氛围。

三是善成人之美。《论语·颜渊》

中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是。”校长要考虑如何以教师

成长为本，创设各种环境与平台让教

师在学校发展的事业中成就自己，也

就是“成事成人”。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重要他人”。“重要他人”可能是父母

长辈，是兄弟姐妹，也可能是教师，抑

或是萍水相逢的路人。教师是学生

的“重要他人”，需要“总是期待，常常

帮助和有效管教”。而作为校长，一

定要成为教师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也许就是一次善意的问候，或是一次

激烈的争论……细节，会凝聚成一个

个小故事，让人铭记在心，转变人生

态度与成长轨迹。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第

一中学校长）

小时候，由于我入学时年龄尚

小，有些东西学起来较慢，有人说“这

孩子真笨”，我妈却说“哪有笨孩子，

只 是 时 候 不 到 ，我 女 儿 一 定 能 学

会”。果然，有一天我突然间“顿悟”，

那时甭提我有多欣喜。这样的童年

往事镌刻在我记忆深处，成为我做

人、做教育的生命之根。妈妈简单而

朴实的话语，为我播下了教育信念的

种子，那就是相信每个孩子，相信花

总有一天会开放的！

我曾写过一篇教育散文——《每

一朵都能开成花》。自身的成长经历

和后来的教育实践，生长成了我的办

学理念：生命如花幸福绽放。其内涵

之一就是每朵花都有自己的美丽，每

朵花都有自己的花期，要相信“成长

比成绩更重要”“过程比结果更享受”

“立足于精细的过程，一定会有精彩

的结果”。

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教育字典里

没有笨孩子，学校从未把取得成绩作

为唯一的目标，而是把“立德树人”真

正放在首位，立足于科学的精耕细作

教育的全过程。因此，我们从未停一

节音体美课程，直到学生毕业考试的

最后一周；我们从不因为比赛而打乱

正常的教学秩序，从不因为成绩排斥

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全体教师都信

守一个理念，比起学生一时的学习成

绩，学生的一生成长更重要！为此，

学校特别关爱那些特殊的孩子和弱

势的群体。把他们作为一种可贵的

教育资源，在一个个艰辛却美丽的教

育情境中，谛听花开的声音，享受教

育诗情画意般的美好意境。

记得 2000年 9月开学不久，我们

走进一年级教室进行教学观察，一个

怪异的声音不断地重复着“老师好，老

师好”，循声看去，是一个个子很高的

男孩子，显然已超过正常入学年龄。

他的脸和身体抽搐着，艰难地坐下起

立，不停地发出声音，无法控制自己。

听完那节课走出教室，我的心情沉重

而急切。一度我们认为，让这样的孩

子去特殊学校，接受更专业的矫治可

能更好。但班主任钱丽萍跟我们解释

说：这孩子是因难产缺氧造成的脑瘫，

他的妈妈恳求能够在这里就读，并愿

意陪读，希望学校给孩子一个机会。

听了钱丽萍老师的话，我既感动

又惊喜。钱丽萍老师完全可以说服

家长，让这个孩子尽快转到特殊学

校，这样既简单又轻松。而留下这个

孩子，意味着更多的付出和艰辛。作

为一个教师，能够有这样的悲悯情怀

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我想，那就试

试吧。从此，孩子的妈妈每天来陪

读，孩子也安静了许多。钱丽萍老师

和其他任课教师也逐渐与这个孩子

建立了感情，课下有空就一起陪伴

他。这个孩子也慢慢地接纳了教

师。同时，钱丽萍老师还教育其他孩

子如何关爱这个孩子。一段时间后，

不用妈妈陪读，这个孩子也能适应学

校生活了。

转眼间，毕业季到来，有一幕至今

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记忆中：轮到钱丽

萍老师班照相了，几位同学搀扶着那

个特殊的孩子，一起簇拥在他周围，一

切是那么和谐、自然，每个人都很快

乐。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再次

深深地感悟到：教育就是心灵与心灵

的沟通、连接与唤醒。因为一个特殊

孩子，学生金子般的心灵花朵绽放

了。钱丽萍老师和 50 个孩子真诚的

关心与帮助，让一个不幸的母亲不再

孤独无助，也让这群幼小的孩子在充

满温情与仁爱的氛围中生长出细腻、

体贴的心灵，生长出温暖别人的力量。

这不正是真正的教育吗？用我们

对生命的敬畏、关爱温暖照耀唤醒孩

子们幼小纯真的心灵，让孩子们的心

灵充满爱，充满对自己、他人、生命、自

然、世界的爱。

（作者系内蒙古包钢实验一小校长）

2002 年，我还是学校的一名语

文教师时，校领导推荐给我一套中

华传统文化的教材，当时我就被这

些文化经典吸引住了，从此开始带

学生在语文教学之余诵读传统经

典。“腹有诗书气自华”，传统文化的

引入让我的语文教学更有深度，学

生语文素养明显提升，我对教育的

热爱越来越深厚，也让我逐渐成长

为一名校长。

2010 年，我有幸到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深造，教授

给我们讲《易经》，引发我们对教育

管理变革的思考。在教授的引导

下，我深入阅读这部“群经之首”，并

开始构思《〈易经〉与学校管理变革》

的论文。几个月的学习，传统文化

的思想智慧洗涤着我的心灵，让我

更加喜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让

学生、教师、家长接受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滋养。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

乎”。这种觉悟之学的喜悦是许多

人体会不到的。学习，是为了自己

的幸福，人生的幸福，教育的幸福。

当学习不断提升着自己的心灵品质

时，你会感到越来越幸福。近年来，

北京的各项教育改革推进力度很

大，学校在办学中遇到一系列困难，

学校也从一校两址发展为一校四

址。我曾经内心压力大，对一些人

和事爱抱怨。后来，在参加一次传

统文化培训中，听到一位教师分享

“工作是修炼灵魂的道场、成就他人

的舞台、顺便展示自己的才华以及

养家糊口”后，让我惊觉：这些年，我

们一直觉得做教育只是为了孩子和

学校的发展，却忽视了在教育中修

炼师生灵魂的崇高感以及成就孩子

的价值感和幸福感。

2017年初，我在北京大学文东茅

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文静院长的引

领下深度参与传统文化学习。“正诸

先觉、考诸古训”，对照圣贤，反思自

己。每天5点半起床晨读，晨曦破晓，

天空越来越明亮，扫除灰尘，内心也

越来越亮堂。圣贤的文字如此有力

量，圣贤的教诲似乎都与我的工作生

活相联系。每天我都感觉向着最好

的自己在前进，一些困惑在学习中有

了答案，学校规模扩大，管理怎么变

革？我体悟到要亲民，管理要下沉到

年级组，干部要与教师并肩在一起；

面对平行班多、教师差异大，夯实质

量就要深度教研，让教师在教学中学

贵专、学贵精、学贵正。随后，学校成

立了“松韵学苑”，让全校教师真正提

升自己的心灵品质，不断激发最佳的

生命状态，向着最好的自己而努力。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蕴藏着无尽的宝

藏，只是没有找到最佳的路径开发出

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

之谓教”。如何借助圣贤指引，修好

教育之道？

对基础教育来说，立德树人、打

牢根基是重要使命。王阳明先生

说：“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

其心。”一语道出基础教育的根本，

就是养好学生这颗心，提升人的心

灵品质，为国家富强的百年大计培

养人才。

为此，学校要肩负起化育学生、

教师、家长人心的使命，使学校成为

文化的高地，发挥文化的磁场，连接

好学生、教师和家长的心，教师、家

长共同成为孩子的榜样，端正自己

的价值观、教育观。

教育是民生工程之首，教育连接

着千家万户的幸福。学校要以立德

树人为核心，连接学生、教师和家长

的心，用无上的人格、无限的智慧、无

量的胸怀、无畏的勇气，共同构筑教

育的同心圆，让人们活出最佳的生命

状态，成为最好的自己。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劲松第四

小学校长）

做教师成长的“重要他人”
□ 孙正军

教育是心灵的唤醒
□ 宋建东

向师生传递幸福
□ 陈金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