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夫·艾斯奎斯，美国洛杉矶市霍伯特小学五年级教师。 他从教 20 多年，
获得过美国“总统国家艺术奖”、1992 年“全美最佳教师奖”、英国女王颁发的
大不列颠帝国勋章（M.B.E）等荣誉。 在第 56 号教室里，雷夫创造了轰动全美
的教育奇迹，被《纽约时报》尊称为 “天才与圣徒”。

雷夫，一位美国的传奇教师。 他设立的“终身阅读”、“生活的数学”、“以
运动为本”等课程不仅可以在课堂上立刻实践，而且在家庭教育中也同样实
用。 优质的教学成绩，谦逊有礼、诚实善良的学生，这样的成就，追溯其根源

是雷夫运用了“道德发展六阶段”理论：我不想惹麻烦———我想要奖赏———我想取悦某人———我
要遵守规则———我能体贴别人———我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并奉行不悖。

28 年的教育实践，雷夫深信：着力于孩子的人格培养，激发孩子对自身的高要求才是成就孩
子一生的根本。 雷夫所写的《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让孩子变成爱学习的天使》成为美国最热门的
教育畅销书之一。 但面对他人的高薪邀请，他仍然坚守这间不断创造奇迹的第 56 号教室。

雷夫和第 56 号教室的孩子们向当今社会对教育的期盼发出了挑战， 他们向公众证明了当
今孩子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以及如何实施这样的教育。

第 56号教室的奇迹
■链接

雷夫与他的第 56 号教室已成为我们认识美国教育的一
个窗口。 20 多年在一个教室，雷夫与不同的学生演绎着同一
个主题的故事。 在他身上虽然有诸多文化差异导致的与众不
同，但是，在对教育理想和理想教育的追求上，我们读出了更
多的共识。好教育都是相同的，坏教育却各有各的不同。聆听
雷夫，阅读雷夫，让我们认识了雷夫的这样 4 个侧面。

一是本色雷夫。雷夫的本然与真实，让我们感到汗颜。当
我们在大谈教师要转变自身角色的时候，我们发现，雷夫从
来不谈什么教师角色。 雷夫在学生面前，包括在我们面前，都
是真实的、本色的。 学生喜欢他也许不只是他的学识、幽默，

更重要的是真实。 真实，是学生信任
雷夫，愿意接近雷夫的最大基础。 从
雷夫开始 ,让我们做本色教师，从教
育词典里删除教师角色这一概念 ，
因为，教师一旦成为某种角色，就意
味着在表演、在扮演。

二是圣徒雷夫。 雷夫是一位教
育的圣徒。对他而言，教育可能已不
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生活的方式，
一种人生的旅程。他“喜欢”孩子，孩
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他是孩子生
活的一部分。他在第 56 号教室营造
了一种家的氛围， 因为当学校和教
室没有了“家”的感觉 ，教育将很难
发生。第 56 号教室的孩子们自愿每

天早晨 6 点半到校，一直呆到下午五六点才回家。 即便在节
假日，孩子们也来到学校，跟随雷夫老师一起阅读、做算术、
表演莎士比亚戏剧、一起去旅行。 雷夫说：“一个孩子走进学
校，并不意味着接受教育，只有当他面对一本书沉醉不已的
时候，教育才刚刚开始。 ”

三是故事雷夫。 雷夫是一本故事集，故事里的主角始终
是他和他的学生，故事里有阳光的味道，有爱的色彩。 雷夫本
身又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的演讲与中国的很多“专家”不
同，鲜有耸入云端的宏论，更多的是发生在他和学生之间的
故事。 故事是柔软的，却是有力量的。 雷夫重新定义了教育
家：教育家一定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一定是一个能讲故事的
人。 作为一位草根教师，雷夫能够成为美国最有趣、最有影响
力的教师之一，成为唯一同时获得美国总统颁发的“国家艺
术奖”和英国女王颁发的帝国勋章的人，也佐证了一点：真正
的教育家一定来自一线教学田野， 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而
非从书斋和庙堂里走出来的。

四是智慧雷夫。 雷夫秉承着一种朴素的教育哲学。 在他
的第 56 号教室里，没有害怕，只有安全；在他的课堂上，很难
找到他， 因为他常常在学生中间或在教室的某个角落里，课
堂是真正属于学生的，他讲的话语很少，更多的是放手让学
生自主讨论、探究、质疑，老师真正成了学生学习的服务者、
促进者、陪伴者；当他遇到问题孩子时，雷夫不会跟学生去讲
道理，但是如果学生一直调皮的话，就可能被安排坐在教室
的后面， 让学生自己来决定什么时候再回到课堂学习中来，
让学生学会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读懂雷夫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眼前的雷夫， 看上去是个近乎天真的老男
孩儿。 眼神纯洁，挥散自如，丝毫不做作。 尽管西
装加身，也会时不时搞笑：偶尔会装愠怒；偶尔
会扮怪相。 双腿稍曲，腰身微躬，头侧偏，掌心朝
外推出去，有意识地挡住人们的视线，滑稽又幽
默地称自己会惹人不高兴。 相信这一幕，是人们
想起雷夫时的特写。

眼前的雷夫，见到中国孩子时，很亲切，像
是旧相识，拥着他们交谈，微蹲着，与孩子们合
影留念。 和网络上相识的中国女孩儿见面时，更
是欣喜不已。 举手投足，总是透着“真”———我就
是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下，不伪装。

雷夫，在孩子找不到作业本，书包、抽屉乱得
一团糟时，他哼着调调，说自己信任她，以聊天一
般的语气告诉她乱放东西才是目前最坏的事情，
并建议请她的好朋友帮忙整理，没有一词半句是
斥责，没有一个传递不满的暗示。

雷夫，在孩子不会做题时，他会耐心地讲上
一百遍，五百遍，直到孩子明白为止，不会有丝
毫的坏情绪，更不会指责学生。

雷夫身上没有师道尊严的影子，“真” 是他
的灵魂。 因为“真”，孩子不怕他，也不是所有人
都喜欢他，但是全都信任他。 这背后蕴藏着一股
强大的力量———坚持自己的信念， 不为外物所
动，学生才是一切决定的出发点。

这个留着落腮胡子的老男孩儿，信任、尊重每
一个孩子。他以“道德发展六阶段”教育第 56 号教
室的孩子，视棒球运动为教育的宗教。他与孩子一
起做数学游戏，一起导演莎士比亚戏剧，一起看电
影，一起阅读，一起旅行……他带给我们的震撼与
反思太多太多，信手拈来便受益良多。

他的耐心，最令人钦服。
相比于大多数老师，雷夫清醒地知道，帮助

一个孩子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很多年。 他说，
尽管我们都承受着遵从规则的压力， 只关心考

试分数和成绩，但最好的教师永远记得，这些不
是最重要的东西 。 我们教给孩子最重要的东
西———正直、庄重、尊敬和友善———是无法通过
考试检测的。 这一信念下的关键很多， 信任、尊
重、方法、能力，等等，而耐心是这个信念下的先
锋，是第一执行人。

雷夫的第 56 号教室，是一间不到 40 平方米
的房间，教室里木制的椅子，有大大的裂缝，学生
们如果不小心摇动椅子， 屁股的肉就会被夹住。
雷夫多次向学校反映但都得不到处理，他决定通
过自己的双手给孩子们一个安全的环境。 于是，
他牺牲了好几个休息日，敲敲打打，修好了桌椅。
他满心以为学生们会感激，但没过几天，修好的
椅子又坏了。 雷夫开始反复修理被破坏的桌椅，
往往孩子们头一天弄坏的东西，第二天就变好。2
次，10 次，50 次， 有孩子终于苏醒， 开始爱惜东
西，并阻止其他孩子损坏。

有个孩子王却不想被雷夫征服，他故意砸烂
椅子，并将破碎的木条丢弃到污水沟里。 雷夫没
有发火，没有指责，整整一天，他都没有吭声。等孩
子们放学后，雷夫走到污水沟旁，从沟里捞起那些
木条，清洗干净，重新组装。 他的手不慎被钉子划
破，鲜血直流。 猝然间，坚强的灵魂好像也被钉子
刺痛，雷夫止不住留下了委屈的眼泪。

此时，他压根不知道，那个男孩子，正远远地
偷看他。第二天，男孩子坐在雷夫修好的椅子上，
格外安静。 雷夫朝他笑了，他知道自己不仅捡回
了一把沾满泥污的椅子，更捡回了一颗自暴自弃
的心。至此，雷夫得出了一条法则，一个正确的教
育行为，一遍十遍不起作用时，一百遍甚至五百
遍一定能收获奇迹。

雷夫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耐心是教育的力
量。我们所认为的耐心与之相比到底算不算有耐
心？抱怨与责难达不成的目的，要有谁来完成？耐
心的力量无穷大。

耐心的力量
□ 本报记者 高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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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2003年，《中国教师报》作为最先发现雷
夫·艾斯奎斯的国内媒体，第一次向中国教师
介绍美国最有声望的“全美年度最佳教师”，并
在随后将近10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关注雷
夫，挖掘他闪耀着人性光芒的教育思想和教育
实践。

2012年3月6日至7日，由北京新学校
研究院和美国公民教育中心联合主办的“美国
杰出教师雷夫中国报告会”在北京大学百年讲
堂举行。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雷夫和中国教
育人分享了发生在第56号教室里许多如奇迹
一般的故事，并真诚地给中国教师提出了许多
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的建议。本期，让我们通
过记者的视角，走近雷夫，解读雷夫。

雷夫的中国化解读
怎一个“信任”了得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第一次来中国的雷夫·艾斯奎斯，用短暂的
一天半时间， 赢得了包括记者在内的中国教育
人的信任———这种信任， 源于他自始至终真实
的表达 、友善的态度 ，更源于他在第 56 号教室
里充满神奇魅力的教育实践！ 因此， 在会议期
间，许多中国教师与这位 “美国最伟大的教师 ”
之间的话题探讨与交流， 便有了真实的学术探
讨的价值。

其实，雷夫也和中国的许多教师一样，“非常
普通、经常失败”。 雷夫说，他的生源不好，他的工
作环境不好，收入也不高，他同样要应对每学期
末的考试、要面对成绩的问题。 但是，就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雷夫成为全美的名师，成为一个令人
羡慕的好老师。

很多中国教师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同样也
都追问他教育管理的智慧和成功的秘诀。 然而，
在雷夫的眼中，信任成为他成功最大的“诀窍”，
也似乎成为他对职业素养的底线要求。 因此，在
一天多时间的演说和互动交流中， 雷夫 10 多次
提到“信任”一词。

因为信任， 雷夫的学生可以自主地体验成
功，学会生活。 “如果你到我的班级里，就会发现，
我在班里讲得很少，我没有专门的讲台，甚至常
常在教室后面，隐没在学生中间。 ”因为他认为教
师的责任，就是给学生提供机会，让学生自己“挽
救”自己。

因为信任，雷夫在班级管理上用一种非常简
单的方式，那便是“制定的一个班训———善良、勤
奋学习”，如此简单！ 雷夫告诉我们：“最好的班级
管理是使你的课堂教学活动变得非常有趣，如果
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感兴趣的话，那些不良的表现
就消失了。 ”

因为信任，雷夫每年都要带着学生们在各地
旅游， 同时还开展他们的莎士比亚戏剧巡演，因
为学生们知道如何坐飞机，如何订酒店，知道旅
行期间，晚上私自外出不安全。

因为信任，雷夫可以轻松地离开他的班级，
抛下他的孩子们，来到中国。 他觉得自己并不是
一个非常成功的教师，但他的学生非常信任他，
当他的学生们说“你不用回来了，我们过得非常
好”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成功了。

这种成功的背后， 不仅仅有老师信任学生，更
有学生信任老师。雷夫建议中国教师做一个严格的
老师，但“一定要公平”。 即便是“惩罚”孩子，“你的
惩罚也一定要公平”。因为“如果孩子们觉得你对他
们不公平的话，你可能就会失去在孩子们心中的信
任”。 因此，“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学生，我们都希望能
够有这样的信任关系”，而雷夫特别在意和自豪的，
也正是孩子们对他的信任。

在这种相互信任的氛围中， 学校的学习生
活，团队的集体活动，还有那么多问题孩子的成
长，都变得那么自然，那么轻松，那么“安全”。 所
以，学生们知道，“无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寻求帮
助，并且这个人任何时候都愿意倾听”。

但这仅仅是信任那么简单吗？ 当中国的教师
还在努力追求师生平等的时候， 雷夫告诉我们：
平等只是信任的一个前提，还有包括爱、尊重等
很多品质在内，它们共同奠定了成就伟大的“信
任”！

雷夫清楚， 教师并不一定能教好每一个学
生，就像医生不能挽救每一个病人一样。 “并不是
因为我们一定要赢才去做， 而是因为正确才去
做。 因此，我从事教育，始终怀着强烈的信念！ ”
“每一位教师在做教育的时候，要记住：我们为什
么而做，我们心中要永远有孩子。 ”在这种信念之
下，雷夫又深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的学
习哲理———这句出自中国的俗语，却成了一个美
国教师回答中国教师关于学生如何主动学习问
题时的核心词语。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着的课改事业，正是要
求教师放手，还学权于学生，让学习发生在学生
身上，让他们自己去“修行”。 可是，这样的道理，
却依然需要一个美国教师来“强调”。

教育的理念，很多时候我们都清楚，但却不
去实践，或者不能坚持去做。 所以，当雷夫来到中
国的时候，才吸引了那么多关注的目光；当雷夫
讲出那些浅显的道理的时候，很多中国教育人才
觉得不可思议，又或者有顿悟的感觉！

其实，教育很简单。 只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
把它做得太复杂，在那些复杂的实践中，又常常
让教育扭曲变形，成为可恨的“应试教育”，成为
痛苦的学习记忆，成为管控的牢笼，成为单调的
生活。

像雷夫一样做个好老师， 其实也很简单，那
便是实现真正的“信任”！

雷夫来中国了，像所有出门在外的中国教师一样，他时
刻挂念着在“家”的学生。趁着讲座休息的间隙，他看了学生
发给他的电子邮件：“你不用回来了，我们过得非常好。 ”雷
夫在讲这段小插曲的时候，笑着摊开手，耸着肩，像个孩子，
真诚地说：“就是这样，我觉得这就是成功。 ”

刹那的安静过后，在场的听众，无论是教育厅长、局长，
还是校长、普通教师，都像是恍然大悟似的，会心一笑，报以
热烈的掌声。但更让中国听众羡慕和感动的，不止是雷夫与
学生之间这份纯粹、自然甚至可上升为“哥们情义”的师生
感情，更有雷夫 28 年从教生涯里，一届届学生对他始终如
一的信任，还有那一拨又一拨毕业后，又返回学校帮助雷夫
的学生。

“我的班级学生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一个秘密是，过
去的毕业生们经常回来帮助我。”雷夫在回答中国教师所好
奇的“成功秘诀”时，坦诚他的学生们都住在一些糟糕的社
区里， 高达九成的学生家庭贫困，“这些学生都不知道自己
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

但在美国洛杉矶霍伯特小学， 雷夫的第 56 号教室里，
雷夫让这些一片茫然的学生有了可以触摸的未来。 从霍伯
特小学毕业的 27 岁音乐博士，拥有幸福的婚姻，现在经常
到雷夫的班上与孩子们一起演奏音乐； 两个斯坦福大学毕
业的工程师师兄，义务为孩子们创建了班级网站；一个毕业
多年的法学教授，为雷夫和第 56 号教室的孩子们成立了基
金会，为孩子们的成长募捐。

……
“哪怕是一些刚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都会在下午回家

的路上来学校看我。”雷夫非常得意于这些对他“念念不忘”
的学生， 而他的那些小学五年级学生同样获益匪浅，“往届
的这些毕业生现在已经非常成功了， 学生们对他们印象深
刻，有了可以想象的未来。 ”

在雷夫那里，中国教师烂熟于心的言传身教，不再局限
于教室，只是教师的事情，“校友”们的“非正式教育”力量在
学生身上起了神奇的化学反应，他们开始主动向卓越看齐。

也许，中国教师会受启发，又或者，他们一直也是这么
做的，在开发着“校友”资源。 但如同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中
国中小学校的校友们要么被挂在了墙上， 要么只是校长和
教师口中的一个个“励志故事”，不曾见过真身，遥远、触不
可及；又或者只是校庆里一尊尊端坐在主席台上的“菩萨”，
不苟言笑，说着小孩子们听不懂的话，呆板、不食人间烟火
……这些“校友”，没有与师弟师妹们同上过一节课，没有讲
过他们上学时的烦恼，更不会谈起“那些年追过的女孩”。

于是， 听完雷夫的讲述， 在场的教师虔诚地向他 “请
教”，怎样成为学生们都喜欢的教师。 雷夫的回答有些出乎
意料：“跟其他教师一样，有的孩子爱我，有的孩子不会想起
我，有的孩子甚至恨我！ ”

雷夫解释说，作为一名教师，不可能让每个孩子都喜欢，
而他给学生最多的也不是爱，而是信任。要让学生充分感受到
信任，教师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

“教师要成为言行一致的人，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你，
应该是一个真实的人， 而不是一个扮演者。 要让孩子了解
你，成为你自己。 ”雷夫说，作为教师，我们要与孩子在学校
里真实相遇，教师的力量在于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教师的
身份被割裂了，让孩子感觉到自己是在受教育，这是教育的
悲哀。

于是，在雷夫的教室里，没有恐惧，只有安全和信任。 “学
生们互爱互助，在乎第 56 号教室这个集体。 ”雷夫特别强调
“没有害怕的教育”，要让教室成为安全的港湾、天堂。

“学生不怕严格，只怕不公平。”在讲座现场，除了信任，
雷夫一直念叨的还有公平。“如果孩子们觉得你对他们不公
平的话，你就会失去他们的信任。”雷夫认为，师生之间的信
任关系一旦被破坏了，永无可能修复。

其实， 雷夫的教育理念很简单， 让学生在教室感到安
全，通过特色课程，让学校成为令学生激动的地方。 但细心
的我们可以发现，平等、信任、公平，始终贯穿于雷夫与学生
们相处的每时每刻。诚如在场的一位教育专家所言，教育最
重要的是要建立师生的互信，建立这种互信之后，教育就像
春天来了，花朵开放，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让学生与真实相遇
□ 本报记者 冯永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