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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30日 11版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教育家影像

□ 匡双林

学校管理中的“直觉”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张东娇、董静

在《中小学管理》撰文，在学校管理

中，直觉和经验与科学和计算比肩存

在，但也会有不当使用的两种情况，

需要引以为戒。

一是过度使用。这种情况常见

于以经验型管理为主的学校，学校管

理者对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接受度

低，往往以个体偏好统治了直觉，以

直觉和经验统治了决策，那么管理就

会偏离科学和规范的轨道。过度依

赖直觉进行决策，容易短视，缺乏对

学校发展的战略思考和危机意识。

二是轻视或不愿用或不会用。

与第一种情况相反，有些学校管理者

过度相信和使用理性与计算，不相信

直觉的作用，也是不明智的。例如有

些学校在管理中认真执行规章制度，

或分毫不差地模仿标杆学校的管理

方法，却导致人心背离。为什么严格

执行制度效果却南辕北辙？这种情

况常发生在新校长身上，随着经验的

增加，情况往往会得到改善。

学会看待学生
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高峰

在《当代教育家》撰文，如何看待我们的学

生？儿童不是成年人，不能按照成年人的

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去要求学生，不能超

越儿童的能力施教；学生是成长中的人，

不断犯错、纠错是一种成长常态。

学生中的每一个个体智能结构、

成长背景、个性发展等不同，因而学

习、成长是非常个性化的，“因材施

教”成为必然。高度统一的培养和教

学模式以及评价尺度，只能伤及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

如果我们把教学、竞赛、作业、考试

等帮助儿童获得幸福的手段，当成了学

校教育的目的，那么学校教育就会发生

异化，儿童发展也会随之异化。

如果学校在教育教学领域过度

强调高度统一，过度强调集中管制，

是不利于学生健康发展的，更不利于

个性化发展，最后也落实不了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

按照儿童的成长规律去设计课

程，基于学情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根

据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向教师赋权，是

教育的应有之义。

（崔斌斌 辑）

观点

工厂生产只要电闸开关一合，机

器立马运作，很快就能生产出产品。

但教育不行，教育面对的是人，而不

是物。人有思想，而物没有；人有个

性，而物没有；人有感情，而物没有；

人有觉悟，而物没有；人的思想、认

识、感情、态度、个性与能力千差万

别，而物则相对简单；物易于操控，而

人难于了解。

教育为什么要等待？除了对象

是复杂的人之外，还因为教育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过程。

教育是一种复杂的认知。认知

过程是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观

察，包括感觉、知觉、注意、记忆、思

维、语言等生理和心理活动。人类

认识世界是从感觉和知觉开始的。

这一过程，不是工厂产品从机器里

一进一出、再进再出那么简单。1978

年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

标准》一文中曾说，“马克思主义强

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强调在

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

结，就是承认我们的认识不可能一

次完成或最终完成”。认知的理解

掌握与真理的理解掌握原理是相同

的。面对复杂的认知，我们的教育

能不等待吗？

我 们 的 教 育 内 容 是 科 学 知 识

与人类思想智慧，是对人类和大自

然奥秘的解读和幻想。在大自然

面前，人类总是矮子。要把几千年

来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总结、对

科学原理的解读和证明、对人类演

变历史和创造的灿烂文化的理解

和 传 承 传 授 给 学 生 ，实 非 一 日 之

功。大而统之，为科学；小而分之，

为学科。即便某一学科，仅为最基

础的教学内容，也要耗时费力，久

久为功。

此 外 ，教 学 过 程 存 在 千 差 万

别 。 这 是 客 观 存 在 ，也 是 教 育 者

不可忽视的。如果不考虑接受过

程 的 复 杂 性 ，不 考 虑 个 体 存 在 的

差 异 性 ，教 育 就 会 十 分 盲 目 且 被

动 。 在 教 育 中 ，理 科 知 识 何 其 抽

象 与 深 奥 ，文 科 知 识 何 其 广 泛 而

深 入 。 不 可 否 认 ，人 的 智 力 存 在

很 大 的 个 体 差 异 。 有 人 擅 长 记

忆，有人擅长理解；有人擅长形象

思维，有人擅长抽象思维；有人适

合 学 习 文 科 ，有 人 适 合 学 习 理

科。这就决定我们的教育不可能

一刀切，不可能一步到位。试问，

我们的教育能不等待吗？

等待是尊重自然规律的表现。

违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譬如，

植物可以长高长壮、果实丰硕，也

可以利用大棚改变生长季节，但就

是不能增速提前，这一规律是铁定

的。怀胎十月也是不能提速的，再

怎么急也必须保证足月，否则就是

早产儿，容易不健康。试问，我们

能对 3 岁小孩谈论人生大道理吗？

能对小学生传授函数知识和欧姆

定律吗？

但是，如今有些地方急功近利、

好大喜功，忽视了教育规律，没有耐

心等待。比如，一些地方听任甚至鼓

励学校节假日补课，加重学生学业负

担。为了追求高考成绩，要求教师在

高一便教完高中三年所有课程，剩下

两年全部用来复习，这就是典型的急

于求成，是输不起、等不起的扭曲心

态。有类似想法的地方领导和学校

领导何止一人？

同时，一切求快的社会风气难

免会对教育产生冲击。一切都要

快 ，快 速 致 富 ，快 速 成 才 ，快 速 出

名，左右着人们的思想。作为家长

和老师，难免受其影响。

其实，一味求快，会祸患无穷。

古语说欲速则不达。在快速发展的

今天，必须始终守住教育的本质和规

律。有些行业可以快，唯独教育不能

快；有些行业可以赶，唯独教育不能

赶；有些行业可以省（省时间），唯独

教育不能省。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佛山市顺德

区第一中学）

教育一定要学会等待

梁启超（1873—1929），字

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等，

广东人，近现代杰出的思想

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

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其教育贡献在于教育思想与

实践，后半生于清华园教学著

述，是中国现代学术史、教育

史不可忽略的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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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启新民以超旧邦
历史的车轮刚刚驶入 20 世纪 50

余天，《清议报》主编在自己的报纸上

发表了一篇文章《少年中国说》，其文

如狮子吼，如长江涌，文章结尾写道：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

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

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此文作者便是梁启超。自此开始，他

内心所追求的教育便是新民与强国。

但梁启超的教育实践，似乎比这

还要早 10 年。从 1890 年认识恩师康

有为开始，梁启超便和老师一起进行

教育实践，承担部分教学工作。8 年

后，25 岁的梁启超已经是著名的维新

派领袖人物了，与老师康有为一起并

称为“康梁”。此时，他成了时务学堂

的总教习。时务学堂由岳麓书院山长

王先谦领衔、维新派巡抚陈宝箴批准

于长沙创办。1897 年金秋 10 月，康有

为师徒前往长沙。赴湘之前，梁启超

就与康有为商定了时务学堂的教育方

针和教育方法，就聘之后仿效康有为

当年创办万木草堂的做法，弃四书五

经，以儒、佛、宋明理学为体，以西学、

史学为用，研究今文经学，批判古文

经学，旨在培养为国为民、中西兼通

的人才。

这在梁启超的《读书分月课程》中

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指导学生读

书，除了国学外，西学方面的有《万国

史记》《列国岁计政要》《格致须知》中

关于声、光、电、化的著述及容闳、严复

等人的译著等。很快，他把时务学堂

办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新式学校。

在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熏陶

下，时务学堂的许多学生被培养成资

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骨干、中国近

代革命史上的杰出人才。仅在第一

班的 40 名学生中，就有著名的“庚子

六君子”，他们由于策划“自立军”起

义而牺牲在清政府的屠刀下。第一

班中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还名叫蔡

艮寅，后来梁启超帮他改名蔡锷。他

们实实在在是梁先生的新民弟子、强

国栋梁。

时务学堂的教育经历实在太短

了，只有半年时间，并且带有深刻的政

治意义。十几年后，梁启超全盘放下

自己的政治事业，全身心投入学术的

时候，他的教育大业才徐徐展开。

1918 年，梁启超畅游欧洲，考察

欧洲教育，这是他全然致力于教育的

新起点。1920 年的阳春三月，梁启超

抵达上海，开始发表他的游欧感想演

讲，第一站：中国公学。演讲之后没

过多久，他致信女儿思顺，告知归国

经历，并透露将在上海居住，并“欲在

上海办一大学”。没多久，中国公学

创始人梁乔山病殁，梁启超接掌中国

公学，出任常务董事，甚至还一度想

出任校长。作为中国公学的实际“掌

舵者”，梁启超一直努力经营，呕心沥

血，在苦筹经费无着的时候，曾拿出

自己的千余元稿费作为应急之用。而

对于中国公学的大小事务，总是百般

成全。这是中国公学也是现代教育史

上很精彩的一笔。

当然，更精彩的是梁启超与清华

大学的缘分。

厚如砖块的校史资料《清华大学

九十年》，在 1914 年的最后一条，有如

此记录：

11 月 5日，梁启超莅校作题为《君

子》的演说，他引用《易经》上乾坤二卦

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鼓励清华学生“崇德

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

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后来，学校把“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8字定为校训。

这是梁启超与清华的初遇，就在

月底，梁启超再到清华，“假馆著书”。

从此，梁启超与清华有了极深的渊源，

频繁出入清华演讲，直到 7 年后，他收

到了校长曹云祥的聘书：出任清华讲

师，讲述史学半年。梁启超以他高深

的学问、深邃的目光、对清华的深沉情

感，关怀着清华的发展。

梁启超深知：欲强国，必新民。欲

新民，必新教育。

1923 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

者之请，详尽谈了对清华的展望和建

议。他说，关于董事会的改组，应由中

美两国教育家合组董事会以代替“现

在这类小官僚的董事会”，校长人选应

该是“有学问能办事的教育家”，学校

组织应以教授团为主体，校长可以由

教授团中推举，或是互推，或是各教授

轮流担任，人格教育就以教授者的人

格为标准，以身作则是人格教育的唯

一途径。他的这些建议，在全校师生

的推动之下，多数变成了现实。第二

年秋天，清华国学院成立，梁启超聘任

为导师，从此，他和王国维、陈寅恪、赵

元任并称“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书写

了清华的一个传奇，也是梁启超个人

的传奇。

就在这一次采访中，梁启超侃侃

而谈：它物质发达，是时代的娇儿，但

它的经济毛病严重……所以影响到一

切。它们的教育过于机械，实利主义

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

了”为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

以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

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

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

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它坏的方面

就是一个“忙”字，在父母的身体中匆

匆忙忙地出世，出世后匆匆忙忙地长

大，长大后匆匆忙忙地受教育，受教育

后匆匆忙忙地找钱，找着钱后匆匆忙

忙地享福，享福享够时匆匆忙忙地死，

死了匆匆忙忙地下葬……

梁先生说此话，距离今天近百年，

他批评的是美国教育。然而，仿佛又

是大师百年前对当下教育敲的一记警

钟，那么悠远而浑厚。

对了，梁先生说这段话，也正是阳

春三月，万木复苏的季节。希望我们

的教育如阳春三月，以启新民，以超

旧邦。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1996 年，刚走出大学校门，我就

踏入了高密市第二实验小学。20 多

年来，学校在多位校长的领导下，成

为高密、潍坊甚至山东的知名学校。

2020 年秋，一位 80 后新校长成

为这里的“当家人”，与之前几任校长

的风格颇有不同。

出乎意料的是，没多久，校长见

面时就喊出了我的名字——不是因

为我的业务能力特别出色，而是因为

日行万步是我的生活习惯。

大课间一直被老师们理解为“学

生的锻炼时间”。新校长却说，“它属

于校园里的每个人”，纠正了大家的

认识，并建议老师跟学生一样跑起

来、跳起来。难怪日行万步的生活习

惯会得到校长的特别关注。

学 校 微 信 群 里 ，经 常 会 读 到

“请大家走出去、动起来”的提醒，

那是校长在招呼大家放下手中的

活儿运动起来；微信朋友圈中，几

乎天天都能看到校长发的清晨运

动截图，那是他在用自我行动鼓励

大家向运动、向健康挑战——相识

不久，校长就主动将每一位老师添

加为自己的微信好友，积极锻炼的

老师经常会在微信运动里发现校

长的点赞……

“一位暖心家长”“一位柔心校

长”“一位生活校长”，在教师第一次

集体生日后，读到校长执笔祝词的书

籍、贺卡，大家不约而同地说。

伴随着新校长的到来，许多“生

活琐事”被组织成为一系列暖心活

动，“为每位老师过生日”就是其中的

一项。

在学校，两三百位老师的生日被

详细记录。生日那天，老师会收到生

日蛋糕，听到学校广播传出的美妙乐

曲，听到身边同事、学生给予的暖心

祝福。学校每月还会组织本月过生

日的老师集体聚会。校长到来后送

上贴心的祝福，将小礼物递给老师，

与大家合影留念。一个大课间的短

短相聚，却让每一位老师都体会到了

学校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了“当家

人”的贴心关爱。

传统节日是华夏子孙传递情感

的好时机。然而，没有仪式感的节

日却难以让人感受到这份情感，更

不用说情感的日益递增了。在新校

长的提议下，学校组织设计了一项

项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让每一位

教师都领略到了人生的美好、深情

的真挚。

2020年冬，校长初来就带领大家

过了一个“新冬至”。学校组织全员

包饺子，食堂准备多样馅料、面料，老

师们工作之余动手参与。你揉我擀，

你拌我包，老手教新手，传统加创

意。整个上午，食堂大厅里充满了老

师们的欢声笑语。

午饭时间，颜色各异、形状新异、

内馅多样的美味饺子出锅了。校长

品尝各组的杰作，与大家一起留下欢

快幸福的镜头。

春节、清明、端午……一个个传

统节日，如同一叶叶幸福之舟，容载

着“生活校长”的“柔心管理”，把节日

文化的丰富内涵展示给每一位老师，

让大家在参与的过程中，多角度感

受、理解、传承华夏节日之美。

三八、五一、国庆……一个个国

际化、新时代纪念日，也像传统节日

一样被新校长赋予新含义。校长与

学校其他领导一起，在每一个节日精

心设计礼物与祝福方式，力争让其化

为一份欣喜。在两三百人的大团体

里，校长走进每间办公室，把每份欣

喜送到每一位老师手中。

在前几位校长的偏刚性管理中，

老师们的业务能力一步步提升起

来。在新校长的偏柔性管理下，强劲

的力量丛林中注入了温情的轻松。

老师们从校长暖暖的祝福中，感受到

了集体之爱，生命活力得以释放，内

心动力得以激发，众人的力量被凝聚

为一体。

不久前，我下乡支教，跟前来

探望的校长坐在了一起。面面俱

到的细心交谈如一股暖流，滋润着

我的心，让我在享受幸福的同时，

燃发更浓的工作热情……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高密市第二

实验小学）

校长的校长的““柔心管理柔心管理””

□ 向志国

□ 李 娟

我的校长

睿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