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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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睿见

陈鹤琴“活教育”三原则

校长观察

□ 宿献杰

“难得糊涂”的校长

秦校长 17 岁参加工作，24 岁便

开始做校长，一直做到 60 岁退休。

所以，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不约而

同地称他“老校长”。

30多年前，我刚参加工作，便被

分配到了他那里。当时感觉他做校

长很清闲，但又感觉他就没有闲下

来过。

只记得他整天在校园里转悠。

走到哪里，看见有坑坑洼洼、不平整

的地方，他会拿起铁锹抹平。

还记得他没事干，爱到老师的办

公室里转悠。看看老师们是如何备

课的，时不时给我们这些新教师提一

些建议。

更记得他没事儿做，就到教室里

转悠。摸摸小男孩的头，又评价评价

小女孩的字写得漂亮。看见谁的桌

子、凳子晃悠了，就拿来锤子、钉子修

理起来，像个木匠似的……

所以，有时又感觉老校长就是一

位后勤部长，是搞服务工作的。

也许有人会说，校长就应该干校

长的事情，学校里维修的活应该由专

业人员来做。就像如今一样，一层层

上报，然后一道道命令下来，自然会

有人着手处理。

但我总感觉秦校长这样的老校

长很实在，接地气，熨帖人心。

在农村做教师的那两年，我感觉

很轻松、愉悦、快乐，受良好校风的影

响，学生个个爱学习，基本上都不用

催促，只要管理好几个调皮捣蛋的学

生就行。

那时校园里有一大块庄稼地。

课下时间或课外活动，平时用来浇地

的水垄沟沿上总会有人在学习，麦田

中间也有站着背书的学生。现在回

想起那一幕幕和谐的学习画面，总有

一种身为教师的幸福感涌上心头。

时代越来越进步，教学越来越强

调专业化，但我总感觉丢失了那种纯

洁的求知本能，而多了用知识改变命

运的欲望。

后来我到县城工作，当年的许多

同事及学生，无论谁谈起老校长都赞

不绝口。

“秦校长是个好人，心地善良，谁

有困难他都帮忙”“当年他所在的学

校成绩基本上年年全县第一”……

大家都知道老校长脾气好、运气

好、有福气，他到哪里任校长，哪里的

成绩便蹭蹭地往上升。他用自己的

人格与魅力、纯朴与厚德赢得了人

心，滋养了校风。校风如春风，万物

逢春便生，从而赢得了众多荣誉。

秦校长退休后，就地看起了大

门。他就好像从来没有在那里当过

校长一样，好像本来就是一个看大门

的。原来的师生谁有事情，还是习惯

找老校长去帮忙，缝缝补补，修修

整整。

再后来，儿女一个个结婚生子回

了县城，他也便跟了过去。但他还是

改变不了本性，看到路面上的广告

纸，他便又开始弯下腰捡起来。别人

疑惑他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捡废纸，只

有我们听到过他的解释：“路面干净

了不说，这纸张就这样浪费可惜了，

整理回收后可以资源再生啊。”我们

这才知道：爱惜纸张笔墨原来是一个

校长的职业习惯。

也许你会好奇，我为什么对秦校

长如此了解？因为，他是我的公公。

可惜的是，去年他在睡梦中离开了

人世。

如今，我们全家四代人，有半数

以上从事教师职业。如果说我们是

教育世家的话，那么公公婆婆二人便

是开创者。我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家

族的成员深感幸福和荣耀。

再见了，可敬的老校长。愿您来

生还是我的亲人，还做我的领导。因

为您是我一生的榜样，是我灵魂深处

一直尊敬的对象。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汤阴县教师

进修学校）

□ 李文送

攀登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活

教育”思想之高山，我不仅看见了“做

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教学观，

还窥见其基于儿童心理学和教学实

践经验所提出的17条教学原则之育

人意蕴。漫步其中，思考其理，有 3

条原则让我感悟至深。

第一，凡是儿童自己能够做的，

应当让他自己做。为什么陈鹤琴先

生要把这条教学原则列为第一原

则？其中蕴含了哪些教育哲理？传

递着怎样的教学思想？他说：“‘做’

这个原则，是教学的基本原则，一切

的学习，不论是肌肉的，不论是感觉

的，不论是经验的，都要靠‘做’的。”

顿时，我茅塞顿开——教育是“做”的

哲学，教学是“做”的学问，教研是

“做”的学术，教师是“做”的学人，儿

童是“做”的学生……

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教育工作

者可以教导、引导或辅导学生，但绝

不能代替学生。只有当学生去做

时，才能与事物发生直接的接触，才

能得到直接的经验，才能知道做事

的困难，从而认识事物之性质和特

征。这一过程就是真学习，就是活

体验，就是慧成长。这与以核心素

养为导向的新课标所倡导的“做中

学”“用中学”“创中学”等教学理念

一脉相通。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弘扬

“做”的行动精神及生命气象。在某

种意义上，生活本质上就是行为主

体“做”的总和，有怎样的“做”就有

怎样的生活。诚然，“做”的大厦，既

要“思”的构设与向往，也要“能”的

支撑与构建，还要“慧”的铸造与实

现。“教学做合一”的旨趣就是通过

教、学、做的有机统一，致力于提升

学生真实的生活能力，丰富学生的

生活体验和生活智慧，使其成为现

实生活中的活人慧者，从而提升生

命品质和生活质量。

第二，积极的鼓励胜于消极的制

裁。或许是因为具有共通性，当读到

这条教学原则时，我很自然就联想到

战国时期著名水利专家李冰治理都

江堰的思路和策略。同样的道理，在

教育学生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与其

堵之，不如导之。换言之，校长和教

师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引路人”，而不

是“封路者”，要多用积极鼓励的方式

督促学生的学习及行为养成，而非用

消极的制裁来禁止他们这样不行或

那样不行，因为这往往会适得其反。

积极的鼓励有利于帮助学生形成“我

能行”的心理暗示和自我激励，从而

促进他们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和各

种潜能的发挥，进而明晰成长的方向

和可为的地方。

如何发挥好积极鼓励的作用、避

免消极的制裁？基于陈鹤琴先生的

观点，教育工作者不要禁止学生乱丢

垃圾，而要鼓励他们把垃圾丢到垃圾

桶里；不要禁止学生在墙上或桌上乱

涂乱画，而要鼓励他们把墙壁或桌子

擦干净；不要禁止学生在教室里高声

说话，而要鼓励他们学会在公共场所

轻声讲话。让学生逐渐养成把垃圾

丢进垃圾桶的习惯，懂得把墙壁或桌

子擦干净，学会轻声细语。我认为，

当机体形成了“正”的免疫系统，就能

抵御“负”的病原体的攻击；当宽厚了

“正”的臂膀，就能经受“负”的风雨的

袭击；当产生了“正”的色彩，就能中

和“负”的色光。

第三，大自然、大社会是我们的

活教材。道理不难理解，因为文本教

材是相对固定的、死的，而不是变化

的、活的，学生是活生生的、变化的，

且学无止境，大自然、大社会有着“活

知识的宝库”之称，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活教材。如果把学生比作

鱼儿，那么大自然、大社会就是能让

鱼儿畅游的活水。

对从事中学生物教育的我来

说，在日常教学中，我常常把自然中

的生命现象，特别是学生身边的生

物资源和生活中的社会性议题等引

入课堂，让学生从中找到所学教材

内容与校园生活、社会生活甚至大

自然的真实生命现象的连接，为其

学以致用创造最大可能。例如，在

教授“植物的营养器官和生殖器官”

时，我常常组织学生以校园植物或

校外植物为观察和研究对象，甚至

制作成植物标本……每当这个时

候，学生都兴致勃勃，参与热情高

涨，且常常提出许多新问题，收获不

少小惊喜。

陈鹤琴先生曾说：“亲爱的教

师，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教师。大

自然充满了活教材，大自然是我们

的教科书，我们要张开眼睛去仔细

看看，要伸出两手去缜密研究。”在

我看来，把教材打开，就是把教育工

作者教学育人的格局和视野打开，

就是把学生生命成长的长度、宽度

和高度打开。

（作者单位系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教育与美好生活

期待更多“信友”
□ 涂晓璇

前段时间，我调到了湖北省恩施

市硒都民族实验小学工作。参观教

学楼时，一楼摆放的4个信箱吸引了

我的注意，分别是校长信箱、德育信

箱、教务信箱、总务信箱。

其中，校长信箱里的小纸条是

最多的，孩子可以随时给校长写信，

内容可以是学校里的大事小事，还

可以动动小脑袋、出出金点子，把自

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与校长分

享。每周，校长都会打开信箱，然后

在 周 一 的 广 播 时 间 回 复 孩 子 的

来信。

校长回信，在信中与孩子交朋

友，能拉近与孩子的距离，有助于让

教育回归“童真”。

没过多久，我便“迎来”了第一

个“信友”。午睡时间，510班的学生

小润来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信纸

后转头就走了。原来他还记得和我

的“约定”。

开学没多久，小润就和同桌发生

了“小摩擦”。班主任询问情况时，他

紧握双拳，眼睛盯着地面，不肯说

话。于是，班主任把他带到我的办公

室，多番沟通后才知道，上周末小润

的妈妈批评了他，他很委屈却没有发

泄的渠道，于是选择了在教室里“暴

力解决”。

小润当时正在气头上，又害怕自

己做错事，所以不愿意交流。突然

间，我想到了那个信箱，或许孩子愿

意通过写信的方式倾诉。于是，我提

出 写 信 交 流 的 建 议 ，他 点 点 头 同

意了。

第二天中午，他按照约定把信送

来了，虽然内容很简单，但他从心底

开始认同我这个大朋友是可以倾诉

的，于是我抓紧时间给他回了信，他

很默契地收下了。

后来，小润再次给我回信，他妈

妈向他道了歉，他也知道自己有很多

错误行为，承诺再也不会出现“暴力

伤害”的事情了。字里行间真诚的态

度，让我感觉写信有时确实是一种很

好的沟通方式。

4月的一天，德育处来了一位特

殊的小客人，六年级的小王与父母

产生了矛盾，开始有厌学、逃学的

状况。

半个小时的交谈后，小王的心结

打开了。原来，家里有了妹妹后，她

感觉父母对自己的关爱减少了。心

里的不平衡遇上父母的不理解，瞬间

擦出了矛盾的火花，厌学、逃学只是

希望能得到身边人的关注，让她不再

感觉孤独。

解决问题还得对症下药，多一份

关心就是及时的“药方”。我把她带

到办公室，将一张信纸交给她，说我

愿意成为她的“大龄”朋友，想说的心

里话都可以写在信纸上，临走时还送

给她一包小饼干作为礼物。

过了两天，我收到了小王的来

信。我当即回信给她，解答她的困

惑，还在信中与她分享了我在小学

经历过的最难忘的一件事：一年级

时，我的数学成绩属于中等偏下，每

次考试只有 80 多分。有一次，数学

老师给同学发橘子，当时我的下巴

磕破了用绷带包扎着，老师就把橘

子喂给我吃。那位老师的一个善举

像一束光温暖了我的心，让我下定

决心好好学习，之后数学成绩再也

没低于97分。

后来，小王开始喜欢上书信交流

的方式，经常找我拿信纸，有时与我

分享她喜欢的音乐，有时吐槽她遇到

的烦恼，还介绍了她的两个好朋友跟

我成了“信友”。

“涂老师，感谢你，你就是我遇

见的那束光。”看到小王的回信，我

感觉那束温暖的光又传递到了她

身上。

我很高兴在学校交到了许多新

朋友，也希望通过这种传统的方式交

到更多的好朋友，期待未来更多的

“信友故事”。

（作者系湖北省恩施市硒都民族

实验小学副校长）

校长用制度管人管事，学校各项

工作才能有条不紊推进。但学校管

理的对象是人，人都渴望被理解、信

任和尊重，校长还要在制度管理之下

坚持以“师生为本”，注重人文关怀。

在我的记忆中，就有几位“难得

糊涂”的校长。

“不回头”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黄旗堡镇

中心中学的刘校长，每天早上7点都

会站在学校大门口东边的小公园里，

凝望着公园内的一块太湖石，只要他

稍一回头，就能看见哪位老师到校

早、哪位老师到校晚。

可他从不回头，只是对着太湖石

“出神”，教师骑着自行车从校长身后

经过，大家都知道校长到校很早。

学校分管考勤工作的教导主任

曾建议校长每天早上在小公园时，能

回过头来朝向大门口，这样对迟到的

老师是一种“震慑”，刘校长回答：“你

这是想拿我当考勤机，我不干。”

多年以后和刘校长一起吃饭，我

曾问他，当年站在小公园里为什么不

回头？

“不用扬鞭自奋蹄，何须多余回

头看。”刘校长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如果我回头看见哪位老师迟到了，

心里难免会对他（她）有看法，老师也

觉得不自在，弄得双方都不得劲儿，

我不会干这种蠢事；再说了，这位老

师可能是起床晚了，也可能是家里有

什么事，只要不耽误上课，多少晚点

也就忽略不计了。”

是啊，校长每天早上站在大门

口，即便没看见，对迟到的教师也是

一种无声的督促，大家都是“要头要

脸之人”，谁还好意思故意迟到呢？

看似“不回头”的小细节，蕴含着

管理的大智慧。

校长“不回头”，教师更自觉。

“肯忘事”

曾有一所学校的教导主任对我

大倒“苦水”，说他们校长说话不算

数，忘性大于记性。他举例说明了两

件事：

曾经有一位教师出现“空堂”事

故，教导主任汇报了上去，校长当时

表态说，扣发这位老师一个月的绩效

工资。等到学期末，教导主任做好扣

款单来签字时，校长竟说不记得有此

事了，扣发绩效工资的事也就不了了

之了。

初二的两个男生都“看中”了班

上的“校花”，为此还各自联系本班要

好的同学约架，虽然没有出现什么大

的伤害，却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校长得知此事后，与教导主任说

这样的学生要开除，可等教导主任在

校委会上提出相关建议时，校长却让

大家加强对学生的青春期教育和法

治教育，正确引导学生看待“早恋”、

文明交往，别动不动就开除学生，弄

得教导主任一头雾水。

听了教导主任的话，我也觉得这

位“爱忘事”的校长有些过分，为此还

专门约了这位校长详谈，才终于得知

其中的“秘密”：

原来，那位“空堂”的教师当时家

里发生了一件羞于启齿的窘事，急着

回家处理，没来得及调课才会“空

堂”，校长事后了解到真相，已经对这

位教师进行了批评教育。

“谁都有下雨天忘记带伞的时

候，老师认识到错了，说说就行了，别

斤斤计较。”校长说得一脸轻松。

那两个打架的学生，其中一个

是孤儿，跟着年迈的爷爷生活，平时

除了上学，还要照顾爷爷，生活很是

艰难。

“男孩子在青春期需要老师的教

育引导，真要开除了，把他们推向社

会，万一出了问题，我们得多痛心。”

原来，校长已经做过家访，了解并教

育了孩子，还给孩子提供了一些救助

渠道。

经过面谈，我发现这位校长对生

病的教师及其父母都能及时看望，连

教师的生日他都记录在册，哪位教师

的家里有什么特殊情况，他都记得明

明白白。

原来校长不是“爱忘事”，而是选

择性遗忘，该记住的记得清清楚楚，

不想记住的忘得干干净净。

校长“肯忘事”，师生受益多。

“好表扬”

从文华学校建校开始，我就设

立了“文华学校的‘了不起本’”，专

门记录发生在文华学校的好人好

事，并提出表扬，迄今为止已经写下

了3万多字。

每当我发现了发生在文华的“闪

光点”，就记录下来发在工作群里，提

出表扬，目的是让所有文华人见贤思

齐、齐心协力、齐头并进，共同为文华

的发展和未来而努力。

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没

有多么了不起，只是文华人教育教学

的日常。可能是一点一滴，可能是一

言一行，但我始终坚信，能把简单的

事情做好就不简单，平凡中孕育崇

高，细微处彰显伟大。

有同事对我说：“校长，你脾气太

好了，别只表扬不批评，表扬多了就

不管用了。”

我笑笑说：“表扬是一门艺术，我

现在还没掌握好，所以还要继续表扬

下去。”

其实，我心里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能来文华学校工作的教师，素质

高，觉悟高，水平高，不需要

校长整天板着脸，教训来教

训去。相信每一位教师

都想获得校长的表扬，不

想让校长批评。

再说了，受表扬

之心人皆有之，没被校长表扬就约等

于挨批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家

就会自觉做好手头的工作了。

你没做好，我不是没看见，不批

评是对你的理解和尊重；你若不自

觉，那就辜负了校长的一片心意，是

自己不尊重自己。

校长“好表扬”，师生干劲大。

“不回头”“肯忘事”“好表扬”，从

表面上看是校长没有和教师过分计

较，体现的是校长的宽容之心，其实

这也正是校长“难得糊涂”的时候。

就深层意义而言，这既是对教师

的理解和包容，也是对教师的信任和

尊重。

校长“难得糊涂”，师生踔厉奋发。

（作者系山东省安丘市文华学校

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