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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懒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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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发了

《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学堂改称

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

前一年的辛亥革命，还是浙江两

级师范学堂监督的徐定超因事回了

温州，由经亨颐代管校务。两级师范

学堂改名为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后改

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经亨颐

出任校长。是年 4 月 1 日，学校开始

复课。

经 亨 颐 公 布 招 生 办 法 ，“ 第 一

关键是入学试验”。但是，也得经

过校长这一关，“个个是我亲手招

进来的……无论何人送来的条子一

概不要”。然后，经校长就开始了他

“决不主宽”反而“极主严”的教育。

这些给当时就读的学生留下了深刻

印象——丰子恺笔下的寄宿生活，

“犹如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大笼

子 中 ，而 使 之 一 齐 饮 食 ，一 齐 起

卧”。而曹聚仁更是不满：“学生一

律住在校中，假日得有个条，请准

了假，才可以到街上去，下午八时

前，必须回校。学生和社会几乎完

全隔绝。”然而，即便这样学校仍良

师汇聚，再加上经亨颐改革国文教

授法，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

的文章作为教材，却也埋下了风潮

的种子。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一个星期，经

亨颐送别教育家杜威回校，听到省会

杭州学生将在次日早晨举行示威游

行集会的消息。第二天果有 3000 学

生上街，大喊“废除二十一条”“还我

青岛，保我山东”等口号，经亨颐、夏

丏尊、陈望道、刘大白等一师教师登

台演讲。但很不幸的是，经亨颐很快

就离开了浙江一师。

离开的原因，简单来说就是学校

实行的教育改革触犯了保守派。除

了用白话文授课，还采用新式标点、

注音字母教授，更重要的是学校办了

一份《浙江新潮》周刊，学生施存统写

了一篇《非孝》，大意是呼吁父母子女

之间以平等的爱来取代不平等的

孝。这样的观点惊动了上层。教育

厅要开除号称一师“四大金刚”的陈

望道、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经亨

颐慢条斯理地答：“不行的———教

育的宗旨就是培养独立之人格，自由

之思想，教学生说自己想说的话，怎

么是宣传邪说？”

“那——你这个校长是不便当

了。”厅长说。

“当不当校长在其次，糊涂的事

不能做。”

保守派反对的理由，恰恰是经亨

颐在一师实施的改革。但后来省议

会的“倒经运动”，恐怕是着实伤了经

先生的心。1920 年 2 月 9 日，经亨颐

被撤换。

4 年前，在浙江一师新生入学仪

式上，经亨颐说：“以大厦比喻国家，

人才比喻栋梁是老话了，但我以为，

构成大厦还有个重要的东西，那就

是此凸彼凹的榫头。现在的中国，

栋梁之材够多的了，所缺的是默默

无闻的榫头。我这个学校，不光要

培养栋梁，更要培养能为全社会所

用的榫头……”

没想到，仅仅4年时间，他的理想

就灰飞烟灭。

经亨颐离开杭州后，先到北京，

一年后再度南下，来到浙江上虞，在

乡绅陈春澜的资助下，择地白马湖，

创办春晖中学。

白马湖三面环山，风景宜人，幽

静恬适。1922年 12月 2日，天气晴朗

和煦，红叶黄花，江南秋趣正浓。下

午2时，仰山楼钟楼铃声大作，师生来

宾齐聚一堂，第一次开学典礼在震耳

鞭炮和鼓乐声中开始——这意味着

一所学校正式诞生。

经亨颐在开学典礼上说：“第一

希望社会能同情于春晖中学，第二希

望校董能完全负责，第三希望有安心

的教员，第四希望有满意的学生。”他

还说，春晖之所以选择白马湖“是想

感化乡村，想将春晖作为附近各小学

教师的研究场所”。第二年，春晖中

学开始招收女学生，开启了浙江省男

女同校的先河。

不管是浙江一师，还是春晖中

学，都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名

校。除了校长经亨颐与时俱进的办

学方针、大胆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和

学制、运用国文教学，拥有一批名师

是两所学校成为名校的另一原因。

李叔同、夏丏尊、陈望道、刘大白、李

次九、朱光潜、丰子恺等都是一师或

春晖的教师。

然而，1924 年冬天，地处江南的

白马湖也是寒意袭人。一天早晨，

学生黄源出早操时戴了一顶绍兴毡

帽，体育教师却认为不成体统，勒令

除去。黄源不肯，师生矛盾由此开

始——校方要处分黄源，但训育主任

匡互生坚决反对，愤而辞职，后来事

情越演越烈，学生罢课，学校开除了

为首的 28 名学生。1925 年初，夏丏

尊、刘薰宇相继离职。丰子恺在前一

年作了他的名作《人散后，一钩新月

天如水》，“疏朗的几笔墨痕，画着一

道卷上的芦帘，一个放在廊边的小

桌，桌上是一把壶，几个杯，天上是一

钩新月”（郑振铎语），那种孤寂，仿佛

也偶然间遇合了春晖中学的处境。

经亨颐终究把春晖办成了绝响，

像一束光，穿过教育的星空，特别耀

眼。绝响的回声还能隐约可闻，这一

束光也还尚有余亮，尚有余温，这就

够人怀想的啦。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与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式的

量化评价机制不同，浙江省温州市建

设小学近年来探索实施的积分制评

价体系，不是控制性管理，而是指向

自我管理，实现了教师团队驱动力的

系统升级。越来越多的教师在创造

性工作中发现了职业的意义。

传统的激励因素对于需要创造

力和思维能力的复杂工作来说，收效

甚微。在校长吴映看来，奖励只能带

来短期效应，却可能会降低人们继续

这项工作所需的长期积极性。

建设小学的积分制评价以学校

“水木石”文化为基础——要求教

师拥有如“水”般纯洁的秉性，谦和

的品德，灵动的智慧；如“木”般朴

拙的气质，深厚的底蕴，笃行的作

风；如“石”般庄重的形象，坚毅的

定力，执着的责任。从驱动教师专

业成长的三个重要因素——发挥的

空间、工作的意义和对工作的掌控

出发，发布了《“水木石”芳华型教

师素养提升手册》，其中包括《核心

素养提升指标》《积分制管理试行

草案》等。

《核心素养提升指标》从职责与

师德、专业能力与训练、成果分享与

提 升 三 方 面 为 每 位 教 师 搭 桥 、铺

路。职责与师德板块包括考勤打

卡、师德师风、后勤安保、工作量值；

专业能力与训练板块包括学科教

学、教科研、德育常规、行政管理、工

会活动；成果分享与提升板块包括

教学类、德育类、教科研类和反思与

规划。

《积分制管理试行草案》根据公

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把《核心素养

提升指标》中各项工作进行量化、细

化，既有量的考虑，又有质的评判，关

注自我成长的点滴进步，认可每一位

教职工所做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积分制评价中有这样一条规

定：“学年末总积分比上一学年每增

加20分可在本学年工作积分中增加5

分。”为什么设置这样的规定呢？因

为一位教师的成长绝非一朝一夕的

事。在积分制评价里，不仅设置了月

度积分、学期积分、年度积分，更有长

效积分。只要一直在学校工作，过往

付出的努力，学校都会一一记下。难

怪一位年轻教师在讲述自己的成长

历程时说：“爱你所爱，行你所行，无

问西东！”

为了给教师更大的创造空间，积

分制评价主张，相信每一位教师都是

优秀且自律的。因此，在对教师做硬

性要求时，只画底线，如“廉洁奉公，

抵制有偿家教；不讽刺、挖苦学生；按

时上下课”等。

为了助力教师个性化发展，积分

制评价设置了固定积分、奖励积分和

自主积分。近 90%的项目是加分项

目，给教师在成长过程中更多选择的

权利。尤其是自主积分，每位教师可

以私人定制以学校发展和个人发展

为目标的项目，经申请通过后，按难

易程度给予积分评价。

为了增强团队的协作精神，积

分制规定“每年学校评选优秀教研

组 ，每 个 优 秀 教 研 组 组 员 各 加 10

分”“集体教研活动中一人被推荐

参加评比，如获奖，指导教师拿所

获加分的 50%，其他组员按 30%计

分”。由此，学校出现了更多个性

化的教研小团队、不同级别的课题

研发小组，如北京师范大学项目基

地《社 会 性 科 学 议 题 学 习》项 目 、

《未来作业》项目等。班主任工作

也是正副班一起搭档，“正班主任

拿全额分数，副班主任拿搭班班主

任一半的分数”。

在积分制体系中，还特意设置

了“每位校级领导拥有总积分为 15

分的奖励加分权”。“我”看到你教学

上的进步，“我”看到你在教育上的

用心，“我”看到你的默默付出，“我”

看到你对学生的善意，“我”看到你

与家长沟通时的耐心，“我”看到你

一遍一遍地给潜能生面批……所有

能量化的工作将有明确的积分来支

撑，所有不能量化的工作都会由学

校管理者帮教师发现工作的意义。

教师不必再为个人荣誉急功近利，

不必再为自己默默付出、无人问津

而黯然神伤。

浙江省温州市建设小学

积分制评价破解教师职业倦怠难题

“懒政”无处不在。

懒 政 的 特 点 是 ，它 不 考 虑 怎 么

解决问题，而是考虑怎么减少自己

的麻烦。

事故频发？一纸公文，学校不得

组织外出旅游活动。补课乱象？又一

纸公文，在校教师严禁有偿补课。雾

霾严重？别急，还有一纸公文，各学校

放雾霾假，仿佛待在家里就没有雾霾

似的……

光发通知不干事，一些地方的懒

政，可能很多人都“领教”过。可是这

懒政传染到学校里，就不能不引起注

意了。

举个例子，关于学生的到校问题。

现在的一些学校，孩子晚到校固然

不行，早到校也不行。你到了，反正学

校不让进，校门也不开，您看着办吧。

学校的理由往往十分充足：

没到点呢，您把孩子送过来了，没

老师在岗，谁看孩子？

如果没人看孩子，出了安全事故，

是谁的责任？

哪怕老师提前到了，这段时间谁

负责任？老师不需要休息和提前准备

课程吗？

在这里，处处能看到在强调“规

则”，义正词严，然而很少有人考虑“问

题解决”。站在“问题解决”的角度，我

们不妨多走两步：

家长是不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

难，只能把孩子提前送来？例如：路

太远了，车次正好赶到这时间，突然

有事……

有没有办法在家校之间进行深度

协调，总体上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

的收益？

例如，有没有对长期早到校的情况

进行调研统计，然后给出方案，对偶尔

早到校的又给出另外的方案，而方案同

时能够让家长满意，让老师不折腾？

这甚至可以是一个多赢的局面。

例如，在门卫室设立学习角，做一些专

业的布置，平时雨雪天家长可以休息，

早来的孩子可以在此阅读、写作业，同

时给予门卫适当的补助……

其实随便想想，方案都远不止这

一种。

安全问题，可以靠协议来确保。

或许，哪怕有协议也会带来一定的风

险，但是主动承担部分风险，不正是表

达信任与情怀的机会？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例子。

在班级层面，这种例子更多。

有时候，老师一个小小的指令，家

长就要折腾很久。站在老师的角度，

往往理直气壮，但是咱们能换个角度

吗？路远的家长与路近的家长情况不

同，工作繁忙的家长与陪读的家长情

况不同，能区别对待吗？

所有的懒政背后，都隐藏着“自我

中心”思维。

而有趣的是，我们还经常指责家

长“自我中心”，觉得有些家长不可理

喻。当我们需要家长更多理解和支持

的时候，我们会讲理想，讲情怀，讲家

校关系，但是家长不方便的时候，我

们能不能走出自我中心，不只是冷酷

地讲规则，而是在原则范围内竭尽所

能予以协助，甚至做一些必要的“投

资”呢？

换句话说，当我们深信自己是“一

切为了学生”时，我们能否以此来衡量

自己的这些日常行为呢？是不是无意

中执行了两套标准，要求别人是一套

标准，对自己又是一套标准，并且自己

还意识不到？

教育不单纯是服务，还有引导、

传播文明等功能，但是教育首先是

服务，而服务本身就是一种文明传

播行为。

这是一个行政能力的问题吗？

或许是，但我觉得，比行政能力更

重要的，是初心，是你的“第一性原理”

（指将事情缩减至其根本实质——编

者注），是你对家校关系的朴素认识，

是将自己公开宣称的那些美好的理

念，在自己的行为中体现出来。当你

日复一日坚定地在你的行为中显现你

的善意、你的责任感，你要相信家长，

他们一定能感觉到的。

走出懒政，要寻求更多更灵活的

问题解决的办法，更要不断追问自己

的原则和本心。这，大概也是对“为学

日益，为道日损”的一个注解吧？

（作者系南明教育集团总校长）

□ 匡双林

教育家影像

经亨颐（1877-1938），中国

近代著名教育家、书画家。

戊戌九月，金菊绽放；承天启运，

高新落成。聚巧匠春秋更迭，绘新杏

福源百顷。逢维新花甲两轮，遇改革

四十庆典；庠序开蒙，异彩华光。

鸟瞰校园，蔚为壮观。高楼林

立，矗拒马之滨卢公旧里，犹龙爪深

植督亢膏腴；庑殿悬歇，屹京南通衢

古郡范阳，似金麟腾飞冲要无双。

信步其间，心旷神怡。青松映

绿草，流水绕亭台；曲径传清响，兰

花发幽香。如茵球场飘红带，垂髫

舞勺勤健身。蹴鞠篮球上下转，键

羽乒乓似流星。闪展腾挪身灵巧，

从容自若毅更坚。

不觉入厅堂，观之眼匆忙。有

传承守正之地，可追溯历史，可塑陶

制瓷，可抚琴舞袖，可挥毫泼墨……

亦有科技创新之所，仰可探寻寰宇，

俯可记录风物，内可穷究玄理，外可

尝试创意……真可谓高标一流，叹

为观止！

幸求学于此，岂其一福哉？三

层幸福呈三彩，理念先导振精神；信

实自强谋长远，自我实现励高格。

师生志同自倾心，课堂流连暖艳

阳。才闻先生钟吕言，醍醐灌顶除

矇翳；又见端坐读书郎，玑珠朗润气

高昂。师生相携，如影随形，教学相

长，研学致用。修“高贵”之身，齐万

众之姿；通古今之变，宣“幸福”之

念。此可堪三生之大幸耳！噫吁

嚱！题诗赞曰：

六祖遗风护桃李，

刚健自强腾紫气。

耘籽植杖幸福源，

松果芝兰清香溢。

———————————————

创作背景：

2018 年 9 月，河北省涿州市政

府投资建成了堪称河北最高标准的

涿州市高新区学校。

一所只有大楼而没有人文底蕴

的学校，是没有灵魂的。所以，高新

区学校建成后的首任校长季海峰，

就确立了以幸福教育为核心的办学

理念。正如季海峰所言：“建校至

今，高新区学校只做了一件事，就是

将楼群变成学校！”

季海峰提出了“三层次幸福教

育理念”，其主要内容是：

基础层次幸福：归属感。通过

团队建设，让师生感到在高新区学

校更温暖，更舒服，更有力量，更有

希望。

第二层次幸福：尊重感。“被尊

重、被需要”是高新人更高层次的幸

福教育。师生要自尊自强，让高新

人更有本事，更有能力。

最高层次幸福：成就感。高新

人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最大程度实现

自身的价值。师生将通过不懈努

力，让自己更加强大，让身边的人更

加幸福，并因自己的强大而承担更

多责任。

学校建校时间虽短，但先进的教

育理念正助力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涿州市高

新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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