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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说 ， 是不是小学和初中就不可能有特色
了呢？ 当然不是。 我只是说在根本的教育思想上，还
是慎提“特色”为好。 而在我上面所说的 “学校管理 、
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文化传统 ”等方面 ，教育者完全
可以实事求是地展示出自己的个性，或者说“特色”。

但是 ，我要强调的是 ，真正的特色不能速成 ，它
需要实践，更需要时间。 所谓 “需要实践 ”，就是说特
色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 很遗憾的 ，现在好
多“特色”恰恰是“说”出来的。好多学校为了“彰显特

色”“打造品牌”， 或为了迎接什么大型的验收检查 ，
赶忙请来专家帮着“提炼”“梳理”，找几个别致新颖 、
言简意赅的短语 ，“特色 ” 便诞生了 。 所谓 “需要时
间 ”，就是说特色是一种长期的坚守 ，是一种历史的
积淀 ，是一种瓜熟蒂落 ，是一种水到渠成 ，是同行心
服口服的认定，是社会众望所归的认定。 从这个意义
上说，开办三五年的学校 ，最好免谈什么 “特色 ”———
更别说提什么“三年打造名校 ”之类的口号了 。 但现
在一些学校的“特色”则不需要时间 ，学校刚刚落成 ，
便向教育局“申报特色项目”了。当然，也有一些教育
行政部门，热衷于让各个学校 “申报特色 ”，人为地展
现“一校一品”，这是典型的教育浮躁。

此文写到一半 ， 我参加了成都市教育局组织的
一次课程改革现场活动。 活动结束前，副局长左华荣
在总结中说：“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办学特色观 。 许多
学校都说‘要形成办学特色’。学校的办学特色，实际
上就是解决自己的问题所拥有的思想和方法 。 我特
别担心办学特色的功利化、机械化和泛化。 一个学校
的特色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 。 应该是一个学校长期
发展自然而然地形成的，不断积累 、完善 、升华 ，是日
积月累，是源于实践的。 ”

坦率地说 ， 我很少听到教育官员如此清醒 。 会
后 ，我抑制不住激动 ，罕见地上台握住局长的手 “大
拍”其“马屁”：“说得太好了！ ”

他谈到反对 “功利化的特色 ”，我理解所谓 “功利
化特色 ”，就是为 “特色 ”而 “特色 ”，是假特色 。 而现
在的假 “特色 ”实在太多太多 。 教育哪有那么多 “特
色”？

我想到上半年一位领导来我校考察 ， 我陪他转
校园。 他问我：“李校长 ，你们学校有什么特色 ？ ”我
说：“没什么特色啊 ！ ”他看了我一眼 ，好像不太明白
我的意思，我解释说 ：“我们学校才办几年 ，而形成特
色是需要长期实践积淀的。 再说，我现在也没想那么
多的什么特色 ， 就想让我们的老师认认真真上好每
一堂课 ，认认真真教好每一个学生 ，认认真真带好每
一个班 ，我呢 ，认认真真帮助每一个老师成长 ，就可
以了。 ”这位领导对我的说法深表认同。

说实话 ，当该领导突然问我 “特色 ”时 ，那一瞬
间，我也想过一些词语，比如“平民教育 ”啊 ，比如 “新

教育实验”啊，等等 。 但这些能够说是我校的 “特色 ”
吗？难道只有武侯实验中学在搞“平民教育”吗？难道
只有我们学校在搞“新教育实验”吗？

所以 ， 还是老老实实地做好教育应该做的每一
件事，就行了。 何必要刻意追求什么“特色 ”呢？

有人曾对我说 ：“李校长 ，你的没有特色 ，就是特
色！ ”

我知道这话很时髦，而且显得很“深刻”。 但我也
不接受 。 因为我并非为了 “特色 ”而 “没有特色 ”———
如此“没有特色”还是在刻意追求“特色”。

我的确想办一所没有 “特色 ”的学校 。 我和我年
轻的同事们 ， 面对的是好多学校不喜欢的孩子———
当地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弟 。 教育局划片
分配生源 ， 我们不可能将其中任何一个孩子排除在
校门之外 。 面对这些孩子 ，我们没想那么多 ，就朴素
地追求“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 我们研究的，不是
什么“特色”，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难题 ：有的孩子为
什么上课心不在焉？他上课为什么听不懂？有的学生
为什么要辍学打工 ？ 孩子的家长为什么不愿意到学
校来开家长会？怎样才能让学生享受学习的快乐？如
果考不上高中他将来能够做什么？ ……当然，我们学
校也有相当多天资不错的孩子 ， 所以我们同时也在
思考：怎么让这些聪颖的孩子最大程度地获得知识 ，
最大程度地提升能力，最大程度地得到发展？ 正是为
了每一个孩子———是的 ，毫无疑问是 “每一个 ”，我们
大胆地进行课程改革和课堂改革 ， 同时相应地进行
了考核评价改革。

特别幸运的是 ， 我遇到了特别理解和支持我的

武侯区教育局和成都市教育局 ， 他们为我校的改革
不但大开绿灯，而且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在这
里我说了领导的好话，这是我的心里话。 我犯不着在
领导听不到的地方 “歌颂 ”领导 ，但我得实话实说 ，这
是做人应有的起码诚实。

写到这里 ， 也许有朋友急切地想知道我校究竟
进行了怎样的“改革”。 对此，我要让大家失望了。 一
切才刚刚起步，我不愿多说细节。 所以目前我基本上
谢绝了所有媒体报道 ， 因为事情才开始做 ， 就大谈
“成果”，这样不好。

还有和 “特色 ”相关的一些说法 ，我也越想越觉
得不是味儿 。 比如 ，学校要
“打造品牌 ”，又比如 “人无
我有 ，人有我新 ，人新我精 ”
等等 。 这些说法 ，显然是一
种办企业的思路 ，是面向市
场的思维。 品牌是一个商业
概念 ， 它以产品质量取胜 ，
并形成自己独特的信任度 、
追随度 ，因而给产品增加了

附加值 ，企业可以为品牌制定相对较高的价格 ，获得
较高的利润 。 企业打造品牌 ，产品追求特色 ，理所当
然。

但是，学校是企业吗？ 学校需要面向市场吗？ 也
许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业学校包括综合型大学的
专业设置 ， 和企业有密切联系 ， 而且需要有市场思
维，但我想问 ，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要 “品牌 ”来做
什么？ 所谓“人无我有 ，人有我新 ，人新我精 ”意义何
在 ？ 像企业一样争抢市场份额吗 ？ 当然 ，有人会说 ：
“是呀 ，学校有品牌了 ，有影响了 ，就有竞争力 ，才会
有源源不断的生源嘛！ ”且慢，按国家规定，义务教育
的小学和初中 ， 不都是由教育局划片或微机排位分
配新生吗？你为什么老想着去抢占什么“市场”呢？说
白了，不就是抢优生以提高“升学率”吗？ 不就是收择
校费壮大财源吗 ？ 当然 ， 这些话是不能摆到桌面说
的，但大家心照不宣。 然而，这心照不宣的意图，不是
“假教育”是什么？

学校当然要办好 ，但这不是 “对外 ”的 ，为了什么
“品牌”什么“市场”，而是“对内”的，为了我们每天面
对的孩子 ！ 只要孩子在学校能够享受每一个老师的
爱 ，只要孩子能够喜欢每一堂课 ，并且真正获得全面
发展，学校没有“特色”、没有“品牌”、没有“市场 ”，又
有什么关系？

朴素比“特色”更美丽，良心比“品牌”更珍贵。 孩
子的心灵和他们的未来 ， 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关注的
“市场”！

这是我们的教育良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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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并非一句口号

读完 《中国教师报 》
402 期头版人物专访 ： 《教
师要唤醒学生 》，我感受最
深 的 是 李 吉 林 先 生 那 种
“活到老 ，学到老 ，进取不
止”的蓬勃朝气。

年逾古稀 ，50 多年教
龄 ，以及各种璀璨夺目的头衔 ，这其中的
任何一项都可以成为安之若素 ，安享晚年
的资本！ 不是吗？ 我们身边这样的例子还
少吗？一类曰：“未老先衰”。 “内退”年龄快
到就宣布自己教师生涯终结 ，刚 50 出头 ，
就托病不愿再上讲台 ，才 40 多岁 ，在工作
中就刻意地拈轻怕重 ，评上高级职称没两
年 ，就要求学校为其转岗 ，自愿去干学校
门卫 ，或去照看图书室等 。 二类曰 ：“教而
不学 ”。 不少教师 ，甚至是 20 多岁的青年
教师 ，每年从不订阅与教育教学相关的报
刊杂志 ，从不在学校图书室借阅教育教学
书籍 ，至于经典名著 ，还是上学时的那点
“底儿 ”，要说看了点书 ，那也顶多是不得
不看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而已 ！ “终身
学习 ”在不少老师心目中还只是一句空洞
的口号。

作为教师 ，我们真切期望 ，自己能像
李吉林先生那样 ，以奋斗不止的实践来充
实自己的教育人生。

（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三中 常忠锐）

编者回应：为什么很多教师不爱学
习？除了工作繁重等客观原因外，不能从
学习中体会乐趣和幸福是重要原因。学习
本是最有趣的事情，我们却把它变成了一
种负担。

让学生真正做班级的主人

读了《中国教师报》403 期郑学志老师
的文章 ， 反观我们农村班主任的现状 ，真
令我们担忧。 我们农村一线的班主任常常
是以师为中心去管理学生 ， 通常会批评 、
训斥 、体罚或变相体罚 ，这样就会伤害学
生的自尊心 ， 甚至使学生心理发生扭曲 ，
更不利于形成和谐的师生关系。

郑老师的做法和管理理念与我们的
管理是大相径庭的。 以郑老师为领军人的
班级自主化管理实验团队 ，用科学的理念
重新审视了班级管理 ，对传统班级管理模
式进行了梳理和改革 ， 把班级还给学生 ，
注重调动学生的自主性 ，引导参与班级事
务 ，让学生真正做班级的主人 。 笔者也有
幸成为自主化管理实验团队中的一员 ，积
极参与团队组织的专题研讨 、 读书交流 、
讲座汇报等活动 ，并把学习到的管理经验
用在自己班上 ，结果班级管理比以前更出
色了。

（江苏省邳州市戴庄镇李圩小学 李修成）

编者回应：班级自主管理是培养公民
的摇篮。实行这样的改革，不仅是构建师
生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在为未来的公民
社会奠基。

为学生“制造”成功

读 《中国教师报 》414 期 “镇西随笔
33”《善于 “作弊 ”的孙明槐 》一文 ，我的眼
前为之一亮———孙老师的爱心和智慧引
起了我强烈的共鸣。

“学困生 ”转化因其特有的反复性 、复
杂性和长期性 ，历来被看作教育教学的难
点。 正因为此，我们常常感到无从下手。

孙老师极富爱心 ，她用春风化雨般的
情怀转化了那个对学习 “满不在乎 ”的 “学
困生 ”；孙老师又是睿智的 ，她用自己独有
的智慧改变着学生 ， 也改变着我们的教
育。

孙老师的 “经验 ”告诉我们 ：孩子不仅
渴望得到别人的欣赏 ，更渴望有属于自己
的成功 ！ 孙老师的做法为我们转变 “学困
生 ” 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思路———“学困
生 ”最缺少的是成功 ，最需要的也是成功 ！
而我们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 “制造 ”
意识 ，适时地 、有针对性地为学生 “制造 ”
成功的意识！
（山东省东平县接山镇中心小学 王 芳）

编者回应：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
其实成功也是成功之母，成功能给学生带
来自信，而自信是成功的基石。

渴盼学校文化回归

用心读了 《中国教师报 》408 期 “总编
七日谈 ”《学校的文化自觉 》， 很有启发和
感受。

这篇文章里谈及学校的文化 ，可谓谈
出了大家想谈而未谈的话题 ，道出了当前
从上到下最关心的热点问题 ，更让人信服
的是强调了要找到学校文化的自觉 ，让文
化成为指导学校教育发展的灵魂。

在赞同作者的观点的同时 ，我又想到
了一个问题：如今，学校的文化在哪里？ 可
以这么说 ， 学校的文化已被拒之校门外 ，
在学校里 ，如今似乎听不到 “文化 ”这个字
了。 学校没有文化还是学校吗？

要让文化在学校各个方面成为自觉 ，
首先得打开大门迎入文化 ，让师生接受文
化 ，学习文化 ，然后才能逐步走向学校文
化的自觉。 （陕西省彬县炭店中学 杨 明）

编者回应：文化是教育之魂，学校只
有形成文化，才能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
到熏陶，进而改变学生的气质和品格，如
春风化雨般润泽学生的心灵。

“现在中国的基础教育所追求的目标不朴素 ，
研究的方法不普适 ，形式的东西太多 ，表面的文章
太大。 ”在日前举行的“全国讲学稿研究会小组合作
教学交流会 ”上 ，南京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所长杨启亮教授对我国基础教育的问题进行了剖
析。

杨启亮指出，教育应该回归朴素与普适。 “回归
不是倒退 ， 而是要适合中小学生的心理发展阶段 。
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掌握
基本的学习方法 ，培养心地善良 、身体健康 、思维灵
活、自食其力的人。 ”

杨启亮说 ，当前中国的基础教育课业负担非常
繁重 ，学生没日没夜地拼命学习 ，几乎没有时间玩 。
“所以他们一到大学 ，就力求把失去的童年找回来 ，
于是拼命地玩 。 现在的大学校园成了游戏的天堂 、
恋爱的摇篮。 ”

这种由教育的 “严进宽出 ”所导致的普遍现象
已成为中国教育的一大弊病 ，而这一现象产生的历
史其实并不太长。 杨启亮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例作了
说明，50 年前他上学时每天只上半天课 ，作业很少 ，
考试也容易 ，但也能分出高下 。 “现在考试太难了 ，
把考试难度降低一半，我们的孩子都很优秀。 ”

杨启亮认为 ， 考试太难的原因除了竞争激烈

外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命题者钻牛角尖 ，甚至故弄
玄虚 。 如今的一些语文考试都快成猜谜语了 ，不仅
学生看不懂 ，有时候连文章的作者都看不懂 ，一些
作家甚至根本考不及格 。

“高考只是高等教育的起点 ，不是基础教育的
评价标准，基础教育的标准是培养合格公民。 ”杨启
亮说 ，中国当前有句话影响深远 ，“不要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 这句话让孩子增加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甚至产生很多学生自杀 、犯罪现象 。 中国历史上从
未像现在这样产生如此多的因为无法承受学习压
力而自杀的现象 ， 孩子们被大人驱赶着去参加竞
争，被大人折腾和折磨得疲惫不堪。

“这种教育甚至让学生连基本的身体健康都失
去了。 ”杨启亮说，目前中国教育太忽视学生的健康
体魄了。 日本的孩子在寒冷的冬天穿短裤在户外活
动 ，中国的孩子则被包裹得严严实实 ，感冒发热成
为家常便饭 ，甚至一些孩子在跑步时晕倒 ，中国儿
童已成为温室里脆弱的花朵。

杨启亮认为 ， 中国的孩子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
却在起跑的高等教育阶段输得很惨 。 “中国改革开
放 30 多年 ，没有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没有
产生教育大家 ， 这难道不让我们进行认真的反思
吗？ 问题出在哪里？ ”

在杨启亮看来 ，问题首先出在我们对基础教育
的定位错误 。 基础教育的任务不是选拔 “尖子 ”，而
是为所有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 因此 ，
在中小学阶段 ， 应该着重培养学生各方面的潜力 ，
而不要对学生进行 “雕刻 ”，一雕刻大学就没活儿可
干了。

“在基础教育阶段 ，机会均等在先 ，差别原则在
后。 ”杨启亮强调，在这一阶段对学生进行拔尖、你争
我抢是荒唐的。“我们常说‘为了一切学生’，然而实际
上却主要为了能考上大学的学生服务。考职业学校的
学生、直接就业的学生，我们为他们打基础了吗？ ”基
础教育的目的，首先是平民教育。如陶行知所说，不做
人上人，也不做人下人，而是做人中人。

杨启亮认为 ， 要实现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 ，基
础教育就必须优先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 ，特别是留
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 日本北海道的一个渔村
只有一个上学的孩子 ， 为此村上的小学一直没有
拆，每天有 7 个教师给他上课。 在当下中国，这几乎
是不可能的。

其次 ，教育要解放师生 ，让他们获得自由 。 “没
有自由何来创造力 ？ 要把学生手上的镣铐打开 ，同
时要尊重教师 ，对他们少一些干扰 ，少一些无意义
的评估，解放教师才能解放学生 。 ”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2 月 9 日，江西安远县九龙小学两名“代理
妈妈” 与留守儿童一起用自制的锣鼓开心地玩
耍。 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安远县积极开展关爱留
守儿童活动，各学校“代理妈妈”利用课余时间与
留守儿童一起做游戏，让留守儿童在远离父母时
不再孤单，从心理上、学习上、生活上对留守儿童
给予关注和关爱。

刘玉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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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办一所没有“特色”的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