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 春

谈教育的时候，似乎是不应该说

到吃的，因为孔子早就说过：“士志于

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但

我还是想说一说吃饭这件事情。

食堂也有尊严吗？当然有。

许多人的记忆里应该有过这样一

幅“食堂”图景：整整齐齐的餐桌餐椅，

拥挤不堪的人群，油烟和饭菜的气味

扑鼻而来，声音嘈杂……食堂为何会

有这般乱糟景象？中小学一般都是统

一下课、放学，留给学生吃饭的时间本

来就很短，加上人又多，再来个分批、

限时，时间就更紧张了，搞得大家都是

狼吞虎咽，匆匆来去。

食堂为了加快取餐、减少排队时间，

往往供应统一的套餐，不管男女，无论年

纪，给到你碗里的饭菜完全一样。男生

不够吃，女生吃不完；爱肉的嫌肉少了，

怕油的说油多了。人与人的差别，基本

在这种统一的“套餐”中给忽略了。

想吃什么吃什么，起码能够在一

个有限的范围内拥有一点挑选的权

利，这应该是吃饭的一种尊严。

想吃快点儿吃快点儿，想吃慢点

儿吃慢点儿，起码吃饭的时候不会觉

得“背后有人在窥伺着我的座位”，这

也应该是吃饭的一种尊严。

这些问题解决起来未必很难。扩

大一点空间，增加一些座位，保证人人

有座；多留一点时间，多给一点耐心，

给学生一个点菜的选择，就可以解

决。校园建筑设计师，要尽可能在有

限的建筑面积里面给学生留足一人一

座的就餐空间，这是在为学生能有一

个从容的生命状态造福。

还有食堂里的桌椅，总是脱不了

那种路边大排档的感觉。有一桌六凳

的，有一桌八凳的；凳子还连着桌子，

想靠桌沿儿近一点却移不动凳子，只

好整个人都往前趴；桌面的宽度窄到

尴尬，搞得与对桌的同学是盘挨盘、碗

挤碗。更要命的是，这些桌椅的材质

不是铝合金就是塑料板。

我们的食堂应该让桌子是桌子，

椅子是椅子；选择比较自然的材料，让

桌椅显得厚一点、重一点，饭桌稳稳

的，坐着吃饭心里踏踏实实的，让人在

饥饿的时候享受到一种安全感；如果

再有条件，还可以给每个人铺一小块

餐桌布垫，让家常便饭可以带上一点

点仪式感……这些也并不难，但非常

有意义。

绝大多数校园食堂，都不约而同

避开了自助餐这种就餐形式，理由大

概也是一样的——怕学生浪费粮食，

怕学生专挑取好的贵的菜品，怕有的

男生太能吃而吃亏了食堂——这些担

心并非多余。然而，市场上的那些以

营利为目的的自助餐厅，都没有因此

而被吓着，为什么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校园食堂，就吓得不敢了呢？

说到底，我们缺乏对孩子的基本

信任。教育的原则就是，你当他是什

么他就是什么。也就是说，你以为他

是什么样儿他就会长成什么样儿。给

孩子一点时间，容孩子一点任性，我相

信他们很快就会让你刮目相看。自助

餐，就是这种教育的最好载体之一。

在日本学校的一些餐厅，学生不

仅是一个食客，每个人都还有别的角

色，有小厨师负责分饭分菜，有小服务

员负责搬运餐盘，有洗碗工负责洗刷

碗筷，有清洁工负责清扫桌面地面。

这种方式，实际上是另一种更高境界

的自助形式，是建立在互助前提下的

自我管理、自我实现、自我获得，其教

育意义就更大了。自助取餐是现在和

未来最文明的就餐方式，教会孩子如

何与食物“俭朴”相处、“平等”相处、

“和谐”相处，如何与自己的身体健康

相处，如何与他人互助相处。这么一

来，食堂就不只是一个吃饭的地方，还

可以是学生获得精神成长的场所。

校园里利用率最低的空间往往就

是食堂，除了一天三顿饭之外，其余时

间都是闲着的。要想办法拓展其用

途。比如，我在北京四中房山校区时，

就曾经将食堂用作学生的阅览室和自

习室，全天开放，师生随时可以在食堂

找个桌子坐下，看书、备课、写作业。

住校学生的晚自习从各自的教室转移

到食堂，同时还解决了晚自习管理的

问题：几百名学生在一个大屋子里，一

两个值班老师就够了。而且，越是大

庭广众，人就越是自律自觉。众目睽

睽中，人是不大好意思破坏纪律的。

这和学生在自己的教室与熟悉的同学

在一起自习是完全不一样的。食堂里

还可以举办讲座等。北京四中的食堂

则是每年新年舞会的舞场。

我希望学生能记住食堂，不仅仅是

因为食堂的饭好吃，更能记得在食堂里

所经历过的更有文化、更有品位的校园

故事。吃饭的地方也可以雅俗共赏。

校园里的所有空间都是必须承载

教育任务的，都是与人的成长密切关联

的。这也是食堂所应有的价值与尊严。

（作者系北京四中雄安校区执行校长）

食堂也有尊严

我们的食堂应该让桌子

是桌子，椅子是椅子；选择比

较自然的材料，让桌椅显得

厚一点、重一点，饭桌稳稳

的，坐着吃饭心里踏踏实实

的，让人在饥饿的时候享受

到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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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千头万绪，管理者

要厘清头绪，敬畏规律，尊重常

识，科学施策，在水到渠成中求得

发展，既要注重学校规划与顶层

设计这些“大管理”，也要审思校

园标语、国旗下讲话、学校微信公

众号这类“小细节”。

校园标语写给谁看？校园标

语是校园文化的一种体现形式，

作为一种潜在、持续且相对稳定

的教育因素，校园标语的阅读者

在校内有教师和学生，校外有领

导、家长、来宾等。标语应主要针

对教师和学生，在这二者之间又

应该偏向学生，所以标语要适合

学生阅读与认知。我认为，校园

标语要简洁、明快、直白，直抵学

生心灵。除选用适切的名人名言

外，也可以发动师生进行“原创”。

我在一所小学担任校长时，

就组织过校园文化标语征集活

动，如教师办公室标语有“质量

没有借口，过程彰显结果”“千本

事万本事，发展学生才是真本

事”。校园绿化带有来自学生的

标语“花儿朵朵开，请勿随便采”

“牵手绿色，相伴而行”，就连“风

清气正，只争朝夕”的校园精神

与“创造令学生终身回味的幸福

教育”的办学愿景也来自教师，

贴合校情、师情、生情与学校发

展定位。

国旗下讲话讲给谁听？各中

小学每周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

进行国旗下讲话。国旗下讲话主

要是讲给学生听的，要根据学生

思想、学习、生活，用心撰写讲话

稿，既要简短、精练，又要具有号

召性、口语化。特别是面向小学

生的国旗下讲话，怎样让他们听

得明白，对讲话人来说是首先要

考虑的。再者，国旗下讲话并非

一定安排校长、主任按级别从大

到小“轮流坐庄”，也可邀约一些

优秀学生、社会各界优秀人士等。

我在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当

校长时，邀请过一位本校毕业生

在国旗下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

事。该生中考后进入职业学校，

毕业后艰苦创业，成为当地小有

名气的“蔬菜大王”，并带动乡邻

共同致富。通过这名学生的故

事，我想告诉学生：“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无论从事什么行

业，只要热爱本职工作、勤奋努力

干事，就可能取得优异的成绩。

一次考试并不是人生的“句号”，

更不是人生的全部。

学校微信公众号为谁办？各

中小学普遍创建了自己的微信公

众号，公众号的读者主要是教师、

学生、家长以及其他关注学校发

展的群体，因此在内容上要兼

顾。学校微信公众号需要面向一

线，多关注教师的教学与生活，多

关注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多呈

现学生学校生活的精彩瞬间。

我在农村小学当校长时，明

确要求学校宣传要“镜头向下”，

多发现并推送身边的新人新事新

风尚。学校每学年举办一次“身

边的感动”故事征集，从教师到家

长，从保安到食堂工作人员，让更

多的“平凡人”来到“舞台中央”，

展示风采，树立榜样，弘扬正气。

有一位“小保安”，在一个突降暴

雨的时段，弯曲着双腿，撑着雨

伞，送迟到的学生进教室，这个过

程中淋湿了自己。这一幕被写下

来发在公众号上，教师读了之后

很感动：一个保安尚能如此关爱

学生，教师安能无动于衷？

学校管理中的细节审思还有

许多方面，包括食堂菜谱由谁来

定、班主任坐班与否、课后服务算

不算教师工作量、课堂是否每节

课都要巡、教师读书是否要规定

写多少笔记……人们常说，细节

决定成败。细节不是一件件事情

的简单堆砌，而是要善于审思事

情背后的教育理念。细节所反映

的似乎不是大问题，但如不及时

发现并加以解决，就会使问题从

小到大，影响“大局”。学校管理

中的细节审思是一种习惯，一种

眼光，更是一种智慧。

（作者系江苏省东台市安丰

镇小学党支部书记）

大管理与小细节
□ 吴夕龙

教室、学校和家庭都是育人

的场所，但教育绝不仅仅发生于

此。看似有形的围墙，正被互联

网、新理念穿透，从有形的知识

教学到无痕的素养育人，教育发

生在无形处、无声处。因此，我

们尝试着“于有边界处做无边界

教育”。

我正在办公，有敲门声。一

个小女孩探头探脑进来了。她说

希望学校支持她办个人画展，还

邀请我去参加。我点头答应了，

并询问她如何办、需要我做什

么。没多久，她的画展如期举办，

自己设计主题板，摆放了30多幅

作品，全校学生自由参观。她的

爸爸不善言谈，一直站在旁边笑

呵呵的。

许多学生见证了校长对他

们想法的支持，就有了“我为凤

园发展出主意”“我与校长面对

面”“小队员大议案”“小先生工

作岗”等活动。看见学校采纳了

他们的建议，在校园里种上了银

杏、果树，养起了小鱼，买来了趣

石，有学生说我“太有童心了”，

这印证了我最喜欢的李吉林老

师说的一句话——我是长大了

的儿童。我以为，教育者就是要

打开思想认识的边界，把“人”字

放在心中，以儿童视角、儿童观

感提供生动、活泼、有趣且友好

的氛围，助力学生成长发展。

王芳是班主任兼语文教师，

他们的一班一品特色定为“诗配

画”。学生的画好，字也好，就是

不够新颖。能给她什么帮助？我

想起苏霍姆林斯基的话：“如果你

想让教育工作给教师带来乐趣，

使每天上课不致成为一种枯燥而

单调的义务和程序，那你就要引

导教师走上从事教育研究这条

路。”我建议王芳做口袋书，并详

细指导她什么叫口袋书、可以做

什么主题、如何给学生指导等。

一周后，我见到了第一批口袋书，

主题是“宝小文明礼仪口袋书”，

虽说粗糙了些，但是有雏形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研制规划，我推

荐她阅读《班主任微创意》《小学

主题教育活动创意设计与实施》

等书籍。于是就有了一套主题系

列口袋书。安全主题系列包含交

通安全、疫情防护、用水用电安

全、防溺水守护生命等，健康系列

包含防止近视、拒绝垃圾食品、做

个阳光小孩等。学校将其打磨成

精品，投放在学校开放图书区，赠

送给每个班级，设计者成了“小先

生”，走进每个班级做宣讲。

制作口袋书以来，学生由被

动接受教育到自我教育、影响他

人，实现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言传身教、自我约束。在口袋书

发布会上，学生如数家珍般讲述

制作故事，他们觉得自己做了一

件伟大的事。而王芳老师则从简

单的指导到深入的思考，总结后

形成了文章、课题，师生双双获得

了成长。

此举激发了教师的热情，学

校闲置 10 年的土地种上了中草

药，学生奔跑在中国薄荷、美国薄

荷之间，观察叶片，制作食品，写

诗，画画，做手抄报。

教育是做的哲学，我能做的

就是打开教育内容的边界，把

“育”字写在行动上，激励师生自

主成长、多元发展、可持续发展。

学校是文化传承与创造的场

所，要实现“以文化人”的目标，就

要建设无痕的文化场域，在潜移默

化中培养知家国文化、有乡愁记忆

的人。“字里行间艺术中心”成了我

们的文化标志，这里演示了“世界

上最具生命力的文字”的发展史，

讲述了宝鸡的何尊、石鼓、九成宫

醴泉铭文等文化故事，让学生走

访、了解、阐释宝鸡旅游宣传语“看

‘中国’来宝鸡”的出处及内涵，一

幅幅青铜器博物院、石鼓阁、炎帝

祠的手绘画面，一张张使人馋涎欲

滴的宝鸡美食图片，让学生的记忆

里有了家乡文化的根。

水写布、墨写台、硬笔书写

桌、地书区，承载了“端正写字、方

正做人”的育人目标。学校建设

的水力实验室是活的科学课程资

源——雨水处理循环利用，动能

量剧场让孩子在骑自行车的过程

中产生能量为电池蓄电，多处呈

现的视力贴、身高尺、量角器以无

声的语言提醒学生呵护健康、快

乐成长。

打开教育形式的边界，就是

打开学习方式的边界，我们正努

力建设一所读书的园子、生长的

园子、创造的园子，把“美”字大

写在校园里，变张贴的固定校园

文化为互动、启发式课程，变教

授式学习为参与体验式学习，让

学习从“被学习”走向“乐学习”

“会学习”。

高品质学校要实现“通向社

区社会、天地自然”，还需要我们

打破空间的边界，不以教室内外、

学校围墙划分教育场所；打破时

间的边界，着力当下着眼一生；打

破目的定位边界，从知识传授走

向“为完满生活做准备”。当然，

我们也需要打破评价维度，不要

仅从考试分数去评价，还要注重

思想品德、学习态度、思维能力、

进取精神等学习品质的评价。

（作者系陕西省宝鸡高新凤

师实验小学校长）

不断打开教育的边界
□ 李晓萍

校园里很少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无数的小事、细节组成了师生生活的日
常。但仔细审视这些小事和细节，会发现它们不是一件件事情的简单堆砌，其背
后蕴藏着一所学校的文化和师生对教育的理解、认知与创造。好教育是做出来
的，学校管理就是要把抽象的教育理念落实到一件件小事中去。因此，审思细节
是一种习惯，一种眼光，更是一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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