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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 刘 慧

听一个学生眉飞色舞地讲班里的

趣事：操场边的草叶上发现一条鼻涕

虫（蜒蚰），软绵绵，滑腻腻，爬行之处

留下黏糊糊的液体。几个男孩惊叫声

一片：“太可怕了！”一个女孩走过来，

拨开草丛，用两根手指将虫子捏起来，

凑到眼前观察着。看到男孩惊慌失措

的样子，女孩将虫子一下甩到男孩堆

里，男孩吓得尖叫连连，四处逃窜。

我被他的故事“惊吓”到了。想起

我小时候，男生都是“野猴子”，一身

“泥土气”，身上的衣服都是和烂泥巴

亲密接触过的。上课的时候他们把女

孩的长辫子绑在椅背上，女孩一站起

来回答问题，头发就被扯住了，野猴子

就大笑起来，再挨老师几个白眼。还

有把癞蛤蟆放进女孩书包里的……

想起前阵子在保利剧院欣赏学生

的才艺表演。吹拉弹唱，都是女孩。

最后一个跆拳道表演，大家期待着男

孩大显身手，只见黑带选手凌空而起，

踢碎木板，利落的马尾在空中划出漂

亮的弧线——又是女孩。

我们的男孩，去哪了？

男孩还在，可是男孩的野性、活

力、冒险精神已经大面积丢失。

男孩就应该有男孩的样子。男孩

可以在操场打滚，可以匍匐在泥潭里

找虫子，可以奔跑在风里，哪怕丢了一

只鞋子……

最近南校区的小池塘边发生了一

件趣事：继北校区“半亩方塘”轰轰烈

烈的皮划艇事件后，南校区的小池塘

也“不甘示弱”，开展了一次“自制船试

航”活动。每个班派几个代表，扛着自

制的大大小小、奇形怪状的船，抛入池

中，再把自己小心翼翼地抛入船中。

这是一群科学家和冒险家。试航

规则很简单，划到小池塘对岸，船没翻

人未落水，就算成功。

我站在岸边为他们呐喊加油，成

为一名“粉丝”。

一只只船陆续到达对岸，虽然小船

偶有颠簸、摇晃、打转等情况，但总算有

惊无险。也有一两个瞬间，小船摇晃得

厉害，我以为要翻了，可这些厉害的“水

手”技艺高超，小船最终摇摇晃晃地到

达彼岸，化险为夷。

我为胜利欢呼。但我的心里暗暗

涌动着一种期待：如果有一只船翻了，

是不是更有意思？过程没那么完美，

是不是更让人心动？

我正想着，忽听见“扑通”一声，一

只小船翻了！一个男孩落水了！哎

哟，正如我所愿。

小池塘里的水齐膝深，落水的男

孩站在水里，抢救他的船。大家七手

八脚连人带船拖上了岸，湿漉漉的男

孩自然而然成为焦点，收到了齐刷刷

的注目礼，显得非常窘迫。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孩子有可能

落水，教师早有预料。干燥的大毛巾、

干净的衣服鞋袜，甚至吹风机都准备

好了。等男孩换好衣服，我招招手让

他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我跟这个勇

敢的小伙子进行了一番对话：

现在什么感觉？

哎呀，太难为情了，大家都成功了，

只有我的船翻了，我成了一只落汤鸡。

恭喜你！

校长妈妈您说什么？为什么恭喜我？

你的勇敢让人印象深刻，你和别

人拥有了不一样的体验。一个裤管没

有被溅湿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男孩雀跃而去。他的高兴还在继

续，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大队部特地给

他颁了一枚奖章——勇敢水手奖。

男孩的勇敢需要学校提供环境、

支撑和评价，学校提倡的“过正常而积

极的童年生活”绝不是一句口号，它通

过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园子的人来信

仰，来践行，来守护。男孩落水事件，

在校园里晕染开来，像一朵大大的木

棉花。

勇敢的故事，还在不断生长。

足球队的徐同学，那个瘦瘦的、矫

健的、脸庞被太阳亲吻成黑红色的男

孩，在一次教师足球趣味活动中，自告

奋勇当守门员。当教师的球一个个飞

起，他一次次纵跃，随着球的方向重重

扑倒。我仿佛看到一只目光如炬的小

野兽，拼尽全力地完成他的使命和责

任。他的脸上布满了灰土和汗水，鞋子

已经看不清原来的颜色，但这些根本遮

不住他的帅气，他的身上充满了男孩的

血气方刚和力量之美。绿茵场上，这样

的男孩怎能不让人怦然心动？

从飞行员那儿听到一个关于飞机

的事实：大家都以为飞机在高空飞行

是危险的，但事实上，飞机停在地面反

而要危险得多，生锈、出故障、老化的

速度比空中快得多。飞机是为了在空

中飞行而生，每个男孩就是一架飞机，

怎能牵制孩子翱翔蓝天的梦想而让他

在地上慢慢老化？

创设一个“男孩节”！不知是谁的

提议，这个园子的上空出现了一个响

亮的声音。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市实验小

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男孩，你听到野性的呼唤了吗

男孩的勇敢需要学校提

供环境、支撑和评价，学校提

倡的“过正常而积极的童年生

活”绝对不是一句口号，它通

过每一个生活在这个园子的

人来信仰，来践行，来守护。

刘慧谈正常而积极的童年生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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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我们想把学生管理工作以

十个‘好’来组织实施……”在我调入

龙凤初中的第二年（2013 年），秋季开

学后两位德育干部找到我，他们想把

复杂的德育工作建构成有校本特色的

“十好规范”养成教育体系。

传统观念中，学校德育处是教师

搞不定的“问题学生”的最终归处。德

育处的策略以重管教、严惩戒为主，辅

之以“紧箍咒”似的训诫，是学校管理

的“雷峰塔”。现在来一个“转身”，用

“好”作为培养目标，以正向思维引领

学生健康成长。大家都熟悉大禹治水

的故事，德育与治水是同样的道理，只

有正向引领，才能润物无声，温暖学生

的心灵。

从繁复中抓住事物本质

这两位教师的想法体现了大道至

简的思维方式。我们对学生的管理和

培养有一系列制度、规章、细则……经

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全、到繁的过

程。各种管理规定越来越多，渐渐地，

教师不知道用什么来管了，学生更不

知道按照什么来做了，师生无所适

从。而“十好规范”从繁复的管理中抓

住事物的本质，将多种规矩凝结为一

个点，这就是化繁为简的力量。“十好

规范”抓细、抓小、抓实，易学、易记、易

行，全面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让大家

在没有任何精神负担的情况下自然

形成。

通过深入交流，我当即鼓励他们

大胆探索。

一所学校的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在

课程，我们决定围绕理念、依据、目标、

内容、方法、实施和评价等把“十好规

范”打造成德育精品课程。

在理念上，我们正向引导，以“好”

为魂，为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在依据上，我们紧密联系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和德育指南，科学实施。在目

标上，我们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形成，

让学生更“美丽”。在方法上，我们形

成了从强化训练到包容个性的历程。

在内容上，简约而不简单，覆盖了学生

的衣、食、住、行、学等日常，具体为健

好体、上好课、管好物、吃好饭、走好

路、上好网、乘好车、睡好觉、着好装、

扫好地等 10 个方面，对应的目标即精

神抖擞、科学锻炼，自主自觉、合作探

究，爱护公物、管好私物，按需索取、践

行光盘，文明有序、自觉排队，明辨是

非、文明上网，遵纪守法、远离危险，按

时作息、劳逸结合，干净整洁、朴素大

方，先扫后拖、干净干燥。此外，每个

规范都提出要点，提供细则，供学生阅

读和践行。

在实施中，我们反复提炼，打造流

程，形成 7 个阶段：矫形→塑形→成形

→固形→示范→保持→循环。

第一阶段，入学第一周“矫形”。

我校新生大部分来自村小，留守儿童

多，单亲家庭孩子多，习惯养成教育

很缺失。学校利用开学第一课、拓展

训练、发放“十好规范”资料包、观摩

八九年级学生践行“十好规范”等，让

学 生 自 我 检 查 ，反 思 、矫 正 不 良 习

惯 。 第 二 阶 段 ，入 学 第 一 个 月“ 塑

形”。班级、年级、学校逐层举行“十

好规范”讲解、训练、评价、矫正。第

三阶段，入学第一学期“成形”。让学

生形塑自我，同伴互助，形成稳定的

行为习惯。第四阶段，入学第一年

“固形”。在日常学习生活中，持续跟

进，不断养成。第五阶段，八九年级

“示范”。这一时段，学生已经形成了

良好的习惯，学校逐渐把以前的强化

改为自觉，让学生自我管理，形成自

然状态，为七年级学生做好示范。第

六阶段，学生毕业以后“保持”。学生

走出校门回到社区、村落能够继续践

行，到高中、大学、社会能终身不忘。

第七阶段，从起始年级开始“循环”。

此阶段补充和完善细则，不断优化育

人环境，让“十好规范”成为大家认同

的校园行为文化。

在此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学生德

育档案，持续3年对学生的行为习惯进

行写实记录，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促进

学生习惯养成，使其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你不在雨中，怎见得到风景”

教育是一方沃土，你播种什么，就

能收获什么。我们在“十好规范”训练

养成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故事。

还记得刚训练“走好路”的时候，

下雨天有的学生没带雨具，各班家委

会成员及时配送雨伞。看见一个班级

撑着统一的红白相间的大雨伞经过广

场时，那一幅画面定格在我脑海里，我

不由发出感慨：“你不在雨中，怎见得

到风景？”后来在运动会开幕式班级

“一分钟创意入场”时，该班又以雨伞

为道具进行队列变换和创意造型，一

下子把运动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一

场雨融合了“五育”，学生得到了心灵

的滋养、审美的体验、创造的快乐……

也许教育最大的成功就是这样吧，不

动 声 色 地 一 步 一 步 到 达 期 待 的 目

的地。

每 每 提 及 校 园 特 色 节 日“打 李

节”，总是让人倍感振奋。每年中考前

夕，校园里的李子熟了就会有少数学

生“偷摘”。如何“管好物”？有人建议

轮流值日，有人提议对“偷摘”的学生

予以严肃处理……到底该如何面对这

种情况？学校各层面开展广泛讨论后

达成共识：李子成熟季正是中考季，教

师期待桃李满天下，学生希望中考创

佳绩，学校完全可以“李”为主题，组织

全体毕业年级师生分班挂牌护李、摘

李、尝李，同时辅以中考动员减压。一

届传一届，使之成为学生心心念念的

节日，进而生成学校的特色文化，“打

李节”应运而生。一种思维的转换、一

次管理的变革，便产生了不一样的教

育，一种别样的美丽。

迷恋网络游戏，是许多孩子迷失

自我的原因。我们以“上好网”引导

孩子成长，让他们看见不一样的未

来。学生小尤在城区经历了两所小

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读了一年初

中，家长束手无策，后来抱着试试看

的心理把孩子转入我校。我们认真研

究了孩子的成长经历，在和家长沟通

后，采取了“以其人之长治其人所短”

的方式。我们为小尤开放了计算机教

室，让他管理班级的电子白板，帮老

师维修电脑，后来腾讯成长守护平台

及其志愿者和我校联合建起了他们在

全国的第一间未来教室。小尤成了未

来教室的负责人，还和老师到腾讯总

部参加集中训练营活动，返校后成为

未来教室的小老师、社团负责人。他

多次参加全国创客、编程大赛并获

奖，主动为学校提交了未来教室的升

级方案并被采纳。在腾讯培训期间，

某企业CEO（首席执行官）直接邀请小

尤参加机器人大赛，这位 CEO 接受媒

体采访时说，自己并不介意小尤的考

试成绩，他认为小尤能够洞见事物的

本质，很难想象在山区能有信息素养

如此优秀的孩子。现在小尤自己选择

进入一所职业学校就读，假期直接到

公司打工，帮助客户维护电脑。

从“十好”到“十有”

创新是激发办学活力、促进学校

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2020 年复课复学以后，许多学校

反复对学生进行规则和习惯的训练，

以适应防疫要求。我们创造性提出疫

情 下 学 校 管 理 的 升 级 版“ 十 好 规

范+”。简单升级后，师生很快轻松愉

快地融入常态化防疫中。如健好体+

释压，上好课+AB班，管好物+消毒，吃

好饭+单人单桌、同向就座、静语就餐，

走好路+一米间距，上好网+了解疫情、

珍爱生命，乘好车+佩戴口罩，睡好觉+

单人单铺、脚对脚，着好装+保暖防寒，

扫好地+84 喷洒。这些做法让我们感

觉到了文化生长的力量，让刚刚在疫

情中返校的师生心里涌起一股暖流。

那年中考，我们学校成为一匹“黑马”。

我们一路前行，继续拓展，建立了

“纵横结合”的多维立体育人体系：纵

向上提出了“十有”，即有教养、有追

求、有特长、有担当、有度量、有节制、

有活力、有情怀、有主见、有作为，使学

生在精神层面和人格特质上有了导

向，从而内外兼修，丰富了“十好规范”

的内涵。横向上以人为本，制定了“十

好”教师、职工、家长评价细则，使学校

各方面向好。

在学生培养的基础上，我们开始

把重心放在了培养“好老师”上。一

所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最宝贵的财

富和发展的根基，一个民族源源不断

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

希望。我们一直倡导教师多读书，用

灵魂去行走；多旅行，用脚步去行走；

多积淀，用时间的钟摆去行走。教师

专业成长很快。

与此同时，我们更注重教师爱岗

敬业精神的培养。教师赖浩是大山的

儿子、省城的女婿，十几年来每个周

末在山乡与武汉之间奔波，从乘坐长

途汽车、绿皮火车、动车到高铁，他见

证了恩施交通的发展。他有厚厚一本

车票集，上面粘贴着按时间顺序一张

不少的车票，作为男人，他是婚姻和

家庭的坚守者和责任人，作为教师，

他是山里孩子的希望和学校的顶梁

柱。一位教师脚受伤了，没有请假，

而是拄着拐杖去上课，大家戏称为

“轻伤不下火线”。

人民教育家于漪说，做校长顶大

的事情就是培养青年教师成长。从

2006 年起，国家开始向农村学校补充

特岗教师，我所在的学校容纳了100余

名特岗教师，他们散是满天星，聚是一

团火，成了乡村教育振兴的中坚力

量。我们以课堂为阵地，以赛课为载

体，以师徒结对为机制，以创新驱动发

展，形成了深厚的教研文化，教师的专

业水平迅速提升。后来学校争取到省

级重点课题《龙凤初中青年教师分层

培养策略研究》，助推特岗教师在不同

岗位上个性化成长。

“龙洞河畔好读书”

前段时间，全市全面推广龙凤初

中的“十好规范”，舞阳中学在老校长

的带领下进行了创新和延展，发展出

了好声音、好课程、好老师、好少年、好

食堂……

今 年 初 ，我 调 入 城 区 的 舞 阳 中

学。开学以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所学

校的文化究竟该聚焦到哪里。老校长

和我交接工作时叮嘱：“现在你来了，

正好可以为舞阳好教育注入灵魂，进

行深入研究。”

两个月后，我逐渐捕捉到了这所

学校的基因。一个“好”字像血液一样

静静地流淌在学校的每一个地方。校

门口是清澈的龙洞河，水的灵气让学

校有了“龙洞河畔好读书”的意境；这

里名师汇聚，藏龙栖凤，学风浓厚，书

香氤氲，有了舞阳好教师的底气，有了

舞阳好少年的朝气……

春天明丽的阳光从参天耸立的香

樟树叶间斑驳地洒在地上，照在老房

子墙壁上一排“努力创办人民满意学

校”的深红色富有年代感的字上，这是

老百姓心中对好学校的期许，也是学

校永远的使命。

虽然我离开了龙凤初中，但“十好

规范”深深扎根在我心里。它让我看

到了不同的学校在不同中的相同——

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所有学校都有

一个共同的愿景，那就是办大家心中

的“好”教育，满足大家对美好教育的

需要。“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在

春天的雨声里，我分明感受到一股无

形的力量，是啊，一切都在进行，一切

又是新生，一切都刚刚好……

（作者系湖北省恩施市舞阳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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