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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9日 11版教育家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1928 年，北京协和医院来了一位

作报告的博士，但不是临床医学更不

是药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

博士。此次前来，他是给协和的青年

医生讲中国农村社会状况的。

他在报告中说：“农民的健康状

况，确实可用‘东亚病夫’四个字来形

容。目前，90%的中国人生活在卫生状

况极其落后的环境里，他们根本不知

道什么叫清洁，许多人整年没有洗过

一次澡……无论男女老少生了病，没

人给医，也没钱求治。你们想一想，人

民大众的健康生活如此落后，我们怎

能在世界上站得住脚？优胜劣败，我

们如何去和外国人竞争……”沉痛之

情，溢于言表。

这位博士，不是坐而论道者，而

是起而行之者。第二年，他拖家带口

出现在河北定县，他此次来是要创办

一个“人类社会实验室”。从此，定县

成为全世界乡村建设的发源地。这

位博士也成为影响全世界平民教育

的大家，他就是晏阳初。

当时在北京协和听讲的有一位

青年医生陈志潜，在 1931 年底，于南

京再次遇见晏阳初，晏阳初邀请他前

往定县走一走，看一看。

不久，陈志潜到了定县，看到平

民教育促进会的墙上有 6 个大字：除

文盲，作新民。他惊讶地发现，晏阳

初不仅放弃了唾手可得的名利和地

位、优雅高贵的城市生活，还拉来了

一批美国名校的博士。最终，陈志

潜也追随晏阳初，成为定县平民教

育促进会农村建设试验区卫生部教

育主任。顺便说一句，陈志潜也是

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的毕业生，重

庆大学医学院创始人，中国公共卫

生之父。

那么，晏阳初到定县的梦想是什

么呢？很简单，只是为了改变农村的

“贫、病、私、盲”（也说“愚穷弱私”）。

针对这四大“疾病”，晏阳初在

定县推行乡村教育时就包含了四大

类：生计教育以改变穷，卫生教育以

改变病，公民教育以改变私，文艺教

育以改变盲。这其中，“盲”是首要

解决的。为了推行识字教育，晏阳

初和他的同事选编了鼓词、歌谣、谚

语、故事、笑话等共计 60 万字民间文

艺资料，编写了 600 多种贫民读物。

留 洋 博 士 还 把 乡 村 当 作 社 会 实 验

室 ，开 办 农 民 学 校 ，教 村 民 识 字 遣

词，学习科学，改良农业技术，创办

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编排农民戏

剧，上演诗歌民谣演唱等。比如戏

剧方面，由哈佛大学戏剧教育博士

熊佛西教授指导，通过戏剧破除迷

信、解放思想。晏阳初把一些对戏

剧有爱好的农民集合起来，教他们

演出由自己编写的爱国剧本。定县

农民破天荒地上台演戏，台上台下

连成一片，轰动一时……

中信出版社的《先生》一书里提

到，晏阳初还组织人力进行农业科

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

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推

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

鸡、养蜂，组织农民自助社、合作社，

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等方面

的经济活动。同时，他会慢慢让农

民自己进行组织——不是被救，而

是自救；不是被教，而是自教；不是

带给农民知识，而是让农民自己慢

慢知道知识非常重要。所以晏阳初

说：“我们下去不是救农民，一方面

我们要向农民学习，因为有很多东

西我们并不知道；另一方面，也是让

农民自己去救自己，使自己成长为

一个真正的完善的人。”

在卫生方面，当时的定县有 472

个村，没有一位正式的医生或者护

士，农民有病只能求神拜佛、听天由

命。晏阳初创建农村卫生制度，乡村

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城设保

健院。晏阳初还在当地很早就推行

了“医保制度”，对世界都很具影响。

抗战爆发后，晏阳初内迁重庆。

战争较为焦灼的 1940 年，在重庆北碚

歇马乡，他又创建了一所实在不怎么

起眼的学校——私立中国乡村建设

育才院。学校在乡村幽静的龙凤河

边上，师生较少，重点关注乡村建设

有关的教育、农学、社会与水利 4 个

专修科——连“系”都谈不上，更别说

学院。4 个专修科的主任都是晏阳初

亲自选聘来的热心于教育事业的教授

专家。除了专职教授、副教授外，还会

聘请一些兼任教授，邀请不同党派、民

主人士来校讲学。

晏 阳 初 不 仅 仅 把 目 光 放 在 国

内，他的情怀在世界。由他发起、创

立的国际农村建设学院不断在各地

发 展 ，从 中 国 扩 展 到 菲 律 宾 、肯 尼

亚、尼泊尔、厄瓜多尔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人们尊称他为“世界平民教

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

者”“是一个具有坚定信仰和丰富想

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

与精神的解放者”。

1985 年 ，晏 阳 初 一 行 回 定 县 参

观。当 86 岁的老房东将保存多年的

平民促进会照片献给他时，晏阳初

眼眶里噙着泪小声说：“谢谢你，还

记得我！”不少年纪大的村民冒着绵

绵细雨赶来看望他，并感谢他在几

十年前教会他们识字读书，知晓国

家大事。他们说：“学了文化，不当

睁眼瞎，一辈子受用不浅。”在回旅

馆的路上，晏阳初深情地说：“我万

万没想到乡亲们这样高看我，使我

万分感激，终身不忘。”

1989 年 10 月，在美国的晏阳初

将迎来他的生日，时任美国总统乔

治·布 什 致 电 晏 阳 初 ，他 在 贺 词 中

说：您一生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乡

村平民，给了众多美国人极大的鼓

舞。通过给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

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

严和价值。我对您通过给予平民更

多的自由和机会来帮助他们摆脱贫

穷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您已使无

数人认识到：任何一个人不只是有

一张吃饭的嘴，而且是具备无限潜

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

人。您是我们人类的颂歌，是你们

同行的楷模。

受到如此赞誉的中国老人晏阳

初，可能是中国 20 世纪唯一一位具

有世界意义的华人教育家，而他所做

的，只是“除文盲，作新民”而已。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教育家影像

随着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精细化

在学校的逐步推广，我们发现，学校的

组织机构变得越来越臃肿，制度越来

越烦琐，文件越发越多，事务处理呈现

机械化和官僚化趋势，推诿扯皮现象

严重，管理效率低下。

制度化让学校管理规范起来，但

缺乏变通就会导致僵化，加上事事留

痕的要求，许多学校陷入一个怪圈，大

量数据采集、表格填写、各种考评压得

教师喘不过气来。

以教师年度绩效考评为例，为

此而进行的个人书面小结、公开述

职以及量化考评、统计核算等一系

列操作，占据了教师大量时间，浪费

精力，让人心烦意乱，原本的和谐氛

围消失了，人际关系也变得紧张。

为什么世界著名企业日本索尼公司

业绩下滑而衰落？业内认为主要是

其过度引入绩效考核所致。

中小学校开展的读书交流、论

文撰写等活动，本应是自发自愿的，

可有的学校却全然不从教师工作实

际和内在需要出发，脱离一线教学，

搞形式主义的花架子，让教师苦不

堪言。

有的学校引入企业的考勤管理

制度，指纹签到、扫描刷脸应有尽

有，让教师像身陷“囚笼”一般，哪还

有心情愉悦？谁还能有以校为家的

主人翁意识？

破解当下管理难题，需要端正并

改变观念，使用“奥卡姆剃刀”原理，化

繁为简，将复杂事务简单化，积极推行

简约化管理。

管理之道也是简化之道。所谓简

约管理，就是在系统思维指导下，将主

要管理目标以外的枝节因素尽可能删

除，使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简单的问题

条理化，从而优化工作流程，减少琐碎

干扰，提高工作效率。

把事情变复杂很容易，而把事情

变简单却不简单。实现简约管理，需

要我们准确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

及里，尤其要顺应自然，避免事情的人

为复杂化，沿着最捷路径，简化处理烦

琐问题，高效实现终极目标。

具体而言，首先，要去粗取精，删

繁就简，善于在纷繁之中找到重点和

主线；懂得取舍，学会专注，把主要精

力放在核心问题的解决上。

其次，减少管理层级，尽量做到

扁平化，避免层级过多而产生的递

减效应和无谓羁绊。分级式管理，

上级要懂得授权放权，不事无巨细，

层层加码；每层级各司其职，各谋其

政，一级对一级负责；下级不越级上

报，上级不过度干涉。

再次，注重管理实效，不求花样

翻新，不搞“政绩”工程，少折腾教师，

让 教 师 将 主 要 精 力 集 中 于 教 育 教

学。要尊重教师的独立意识，让教师

多做“选择题”，少做“必答题”，减少

对教师过多的统一考核，促进教师个

性发展。

此外，要多交流、多鼓励、少批评，

充分利用“南风效应”，努力将教师的

发展要求凝聚成教师的共识，变外在

压力为激发他们自身的内驱力……

有人说，教育质量是尊敬出来的，

不是谁抓出来的，不尊师重道，不尊敬

老师，绝不会有好的教育质量。仔细

琢磨，精辟到位。

教师是脑力劳动者，只有受到尊

重，才能心情舒畅，快乐工作，释放潜

能。管理的境界不是管人而是管心，

睿智的校长深深懂得：管理的起点是

尊重、理解、信任，管理的真谛是心理

认同、自我约束，管理的境界是摆脱繁

杂、简约至上。只有切实尊重教育的

内在规律，真正尊重教师，教育质量才

能得到保证。

有道是“一流学校管心房，二流

学校管课堂，三流学校管门房”。校

长若抛弃烦琐，真正理解教师的心，

以价值观和愿景引领教师向着美好

未来全力奔跑，让教师在愉快劳动中

收获安全感、成就感和幸福感，定能

释放其内在潜能。

大道至简，事物总是先从简单到

复杂，再从复杂到简单。领导者若能

气定神闲，洞若观火，准确把握事物

的本质，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简单

问题逻辑化，从各种表象中预见各种

必然，进而作出恰当应对。这才是有

效领导。

（作者系安徽省滁州开放大学校

长、教授）

学校管理的简约之道学校管理的简约之道
□ 陈立武

校长观察

1981年3月，他青春正好，风华正

茂，怀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带着青春

的梦想和憧憬，来到了常德西湖最偏

远的学校——下窖小学。那年，他刚

满 18 岁，恍惚之间，41 年如弹指一

挥。曾经的黑发早已花白，额头也被

岁月刻下了深深浅浅的“刀痕”。

41年，时光流转，世事变迁，一些

教师下海经商，也有教师另谋高职。

他却坚守乡村教育，初心不变。抱青

莲之苦心，挺红梅之傲骨，铸教师之灵

魂。他就是我们的张校长。

2000 年 3 月，当时的我还是个学

生，正在裕民小学读六年级，而在下

窖小学，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女孩——

勤奋学习、成绩优异的小唐却辍学

了。她内心有多痛苦，现在的孩子也

许已经无法体会，但是我明白那是怎

样的滋味。

开学几天后，全班的孩子基本都

到了，只差小唐，于是张校长去她家劝

学。走进小唐家，张校长被震撼到了，

他明白了小唐为什么不肯读书了——

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

旧房里，小唐的父亲正卧病在床，全家

的收入就指望母亲和哥哥养的一群鸭

子。

面对言语不多、有点内向的小唐，

张校长没有多问，只是温和地说：小

唐，你的学费我来出，生活上的其他困

难我也会尽力帮你。

重新回到学校的小唐更加努力，

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澳门科技大

学，并赴国外留学。

2012 年 9 月，学校修建了水冲式

厕所，然而由于水压不足，便槽里积压

的粪便常常冲刷不掉，打扫时必须手

持扫帚，边扫边冲，才能清洗干净。这

样的画面，别说看，别说扫，许多人想

一想都会觉得恶心。毫无疑问，这也

成了许多师生不愿干的事。为了让教

师安心工作、学生快乐学习，张校长默

默做起了这件事。

每天天刚亮，张校长便早早来

到学校，独自一人将厕所清扫冲洗

干 净 。 一 扫 便 是 5 年 。 直 到 2017

年，学校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改造工程”的推动下，重建了现代化

教学楼，张校长才从清扫厕所中“解

放”出来。

也许有人会说，这位校长是在作

秀吧？那么我要问，这个秀你愿作

吗？愿作，你又能作多久？就我而言，

本想“抢夺”张校长这份额外的工作，

却只坚持过半年，还是带着自己班上

六年级的一群孩子集体完成的。

在我看来，这就是不畏艰难、坚

守信念、爱校如家、爱生如子的具体

表现。关于张校长的故事，关于这

所乡村学校，其实还有千言万语可

说。然而语短情长，文词有限，在

此，就以一首七律，向张校长及祖国

大地上千千万万坚守乡村教育的教

师致敬：

致敬乡村教师

笔粉飞来化彩云，半生风雨寄庠门。

书香出砚飘香雪，汗水沾衣润水芸。

心系乡村甘寂寞，梦追桃李乐缤纷。

荷花本色梅花骨，共与先生合一身。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常德市西湖

管理区西洲乡下窖小学）

荷花本色梅花骨荷花本色梅花骨
□ 刘 露

我的校长

晏阳初晏阳初：：除文盲除文盲，，作新民作新民
□ 匡双林

晏阳初（1890—1990），四川巴中人，香港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

前身）和耶鲁大学毕业，主张通过办平民学校对民众实施生计、文

艺、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

以造就“新民”，并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

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他的平民教育遍布

世界，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教育家。

河北省清河县绒都小学 孟德才/绘

【寻访百年老校】

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学校意

味着什么？回望百年历史，能看

到什么？什么样的教育才符合规

律——时间会给出答案。本栏目

将循着百年老校的足迹，追溯远

去的历史，旨在以史为鉴，让教育

在继承中更好地走向未来。讲好

百年故事，或突出文化积淀，或体

现教育传承……4500字左右。

【创·变】

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的？永远没有终极答案。但这样

的追问永远激励着人们探索未

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本栏目

邀请把理想的种子埋进教育土壤

的你，讲述独一无二的学校创变

故事。4000字左右。

【校长观察】

教育过程中，有一些小事件

却能引人深思。校长，您可以从

看到、听到、遇到的一起教育事件

说起，由此铺开，展现自己对教育

本质的认识和理解，阐述对治校、

管理、育人的想法。1800字左右。

【校长之声】

你是如何成长为一位优秀校长

的？把你的关键经历和重要心得写

下来，分享给大家吧。1800字左右。

【我的校长】

不管您是教育工作者，还是

其他行业工作者，或许您的记

忆深处还会留存某位优秀校长

的深刻印象。比如，他的独特

教育理念，他的特色治校方法，

他身上的几件小事……写一写

吧，让别人也能看到这位校长

的闪光之处。1800 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崔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572

PS：来稿请注明栏目名，文

章必须为原创且未公开发表，请

勿一稿多投。感谢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