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几位同事最近在考驾照，工作之余彼此交流学
车感受，从理论测试到场地再到路考，一时间，办公室
变成了车友俱乐部。

刚报名参加理论考试的王姐说道：“驾校老师说
只要坚持做完 100 套模拟题，保证我通过考试，这两
天在家做题做得我都恶心了。 ”上车不久的小刘接茬
儿道：“场地练习更愁人， 我们教练每天都瞪着眼训
人，吓得我现在一上车就紧张。 ”小赵插言道：“我们路
考教练说得更直接，由于报名学车的人太多，驾校现
在都搞速成班，以缩短办班周期，所有的训练都为应
付考试那一天。 ”老刘听完笑着说：“我去年就考下了
驾照， 后来才知道场地学习和上路开车是两码事，当
时一心应付考试，学得囫囵吞枣，到现在我握方向盘
的时候手还哆嗦呢！ ”

驾校受经济利益驱使，大力推行速成教育，只要学
员能拿到驾照就万事大吉， 至于学员是否真的学会开
车则完全忽略。 因为驾校的“任务”只是帮助学员拿到
驾照，“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实在学不会你就回
家自己琢磨吧。再者，学员最后的通过率事关责任教练
的绩效工资，难免教练对个别“愚钝”的“问题学员”吹
胡子瞪眼，谁让你的成绩上不去呢！ 于是，众多学员谈
之色变、纷纷慨叹道：这哪是学车，简直是要命啊！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地交流学车的感受，我突然想
到了我们的教育：从驾校到学校，从教练到教师，这两
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成人去驾校是为了学习驾驶知

识，掌握一门实用技术，而孩子到学校求学则是为了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同样的，驾校的种种“怪现状”也
每天都在学校真实上演。 为了让学生记住一个生词，
责令学生抄写几十遍乃至上百遍，却不管学生是否理
解其含义，请问我们有没有？ 当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
个别教师因担心会影响自己的绩效考核而 “河东狮
吼”，请问我们有没有？ 打着素质教育的大旗，干着应
试教育的勾当，每逢期末考试音、体、美全部停课让
路，请问我们有没有？

深受驾校速成教育之苦的教师牢骚满腹，可我们
何尝不是用同样的方法施教于那些天真烂漫的学生！
甚至有些教师还变本加厉，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杨白
劳”到“黄世仁”，这变脸的功夫委实了得！

还有一些学校，从单元测试到期中、期末考试，从
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一切行为皆为高考服务，至于
学生是否真的学到知识却不闻不问。 再者，升学率事
关教师、校长的绩效工资，也就无怪乎个别“问题学
生”要受到教师的“横眉冷对千夫指”，谁让你的考试
成绩上不去呢！ 于是，众多学生谈学色变，纷纷慨叹
道：这哪是学习，分明是要命啊！

我一次次扪心自问：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 学习
应追寻一份内心的淡定，淡泊从容；学习应成为一种
生命的需要，睿智理性；学习应造就一番美好的前景，
美丽人生。 但现实又如何呢？ 学习给学生带来的究竟
是幸福还是痛苦？ 君不见年年高考、中考结束后，众多

毕业生兴奋地把书籍付之一炬，并高呼“解放了！ ”
是谁囚禁了我们的孩子？ 杨澜曾这样评说高考：

“高考在中国总有点悲壮，全国学生最艰苦的努力在中
小学而不是在大学， 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考试而不是
成长，难免让人在悲壮中带点滑稽。 ”是呀，当学习彻底
沦落为一种选拔工具而非成长需要时， 就变成了套在
学生身上的枷锁，难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教育吗？

从学校层面来讲，什么是教育？ 湖北省特级教师、
武汉市武昌实验小学校长张基广认为：教育就是让学
生“今天睡好觉，明天不跳楼”。 当前中国教育最大的
问题是学生负担太重，考试压力太大。 教育，首先应满
足人性发展所必需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让学生在学校
里真正感受到快乐，感受到接受教育的幸福，免于整
日为考试胆战心惊，才能彰显教育的本质意义，体现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教育是门科学， 有其自身的变化规律和发展周
期，断不可拔苗助长；教育更是一门艺术，不仅要传递
给学生书本知识， 更要传递给他们人生的价值与理
念。 做教育就必须弯得下身子，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
贫，留得住希望。 教育事业的发展正如一席色、香、味
俱全的盛宴， 重要的不是吃饭的速度， 而是欣赏、咀
嚼、品味、内化的过程，尽情享用美食所给予你的物质
与精神的双重愉悦吧。

解开枷锁，让教育回到原点！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平阴县教师培训中心）

驾校里的教育思考
□ 王永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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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一段时间以后，科任老师纷纷反
映：“宋老师，你们班上乱死了，为了加分拼命地抢答，
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这可怎么办？ 学生的积极性有
了，但课堂却缺乏有效的引导。 很快，宋老师又想到了
一个新招———摸奖。 每当抢答人数过多，教师就在盒
子里抽签。 被抽到的同学如果答不上来，小组成员要
立刻补充， 如果补充不上来， 小组的每个成员要扣 1
分。 为什么要扣分呢？ 宋老师解释说：“扣分的目的，就
是让会的同学认真地去教不会的同学，从而保证人人
都过关。 ”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验、反思和调整，宋老师所教
的普通班不仅学生学习积极性大为提高，学习成绩也
大幅进步，有的学生甚至超过了强化班。 他满脸幸福
地说：“尽管改革的道路异常曲折，但看到学生投入的
那种兴奋、展示成功后的那种自信，让我愿意继续做
一名课改的守望者。 ”

如今，龙冈中学像宋老师那样致力改革的老师不
在少数。 从实践中，教师精心总结了小组合作学习的
原则———目标引领、任务驱动、组内合作、组间竞争，
也总结了小组合作学习成功的必要条件：第一，组里
每位同学都要有责任意识。 第二，必须强调以小组为
单位的组间竞争。 第三，各学科所有教师要联动起来。
现在，小组已成为学校最小的行政单位，课堂学习，成
员的纪律、作业等都由小组长负责，实现了高度自治。

看到课改的成功， 刘大华也喜上眉梢：“两年来，
我们的课堂日新月异，事实证明，学生的成绩不但没
有下来，反而有所提高。 今年，我们打算开展人人过关

活动，就像教师上课必须学会使用多媒体一样，小组
合作学习也是一种技术，必须认真掌握好。 ”

教育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活动
陶行知先生说：“真正的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龙冈中学
之所以会涌现出苏德明同学这样的优秀代表，还与另
一大特色教育———情感教育，息息相关。

龙冈中学的学生大多为盐都区各镇的农民子女，
由于从小参与的社会活动较少， 使得他们对未来生活
兴趣不浓、信心不足，经常产生失意、孤寂、烦躁、抑郁
等情绪。 为了扭转这一状况，刘大华提出了构建情感
教育的三维课程体系———学科课程、环境课程、活动
课程。

学科课程，即将情感教育融入日常学科教学。 情
感教育的主渠道在课堂，因为教学的过程，就是师生
情感交流的过程，所谓“亲其师，信其道”。 因此，学校
经常印发各种材料给教师，引导他们通过课堂教学建
立平等、民主、关爱的师生关系。 同时，学科课程也打
破了德育（主要是班主任）工作的思维定式，让德育工
作成为全体教师的责任。

环境课程主要包括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 学校从
道路、墙面、楼道、餐厅等各种物质环境的布置，到路
灯、宿舍、教室、标语牌的设计，都充分体现情感教育
的内容，真正做到了“润物无声”。 学校还强调师生之

间、生生之间、老师与家长之间的人文和谐。 因此，不
仅学生互相关爱，家长也在 3 年中同步成长。 每次开
家长会 ，上千人的会场 ，没有人抽烟 、没有人接听手
机，也很少有人走动。

活动课程 ，包括信心教育 、养成教育 、感恩教育
等。 学校每月开展一次主题活动，活动主题尽可能地
贴近实际，让孩子们能够真正去实践。 比如“我为爸妈
盛一次饭”、“我为爸妈烧一次菜”等活动，学生不仅积
极地去做，还在主题班会上分享自己的经历，故事真
实感人。 最具特色的活动课程是“师生同台竞技”，学
校常常组织师生一起拔河、跳绳、同台表演，让教师走
近学生，让学生亲近教师。 刘大华说：“过去我们反复
强调德育的认知，现在我们要从德育的认知深化到德
育的践行与体验层面，体验对学生非常重要。 ”

去年，学生宿舍发生了几起打架事件，这让刘大
华陷入了反思：宿舍虽然只是一个小空间，却是一个
大世界，因为宿舍成员之间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因
此，宿舍的管理，不能仅仅是查一下卫生和纪律，而要
引领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让学生全方位地成长。
他当即决定，开展创建“文明宿舍”活动，并提出四点
要求———整洁卫生的生活环境、 积极向上的舆论氛
围、团结互助的人际关系、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

创建“文明宿舍”活动，把情感教育推向了更深的
层面。 渐渐地，学生在宿舍里学会了怎么生活、怎么处
理人际关系、怎么在学习上共同进步，整个宿舍一片

和谐向上的氛围。 有些宿舍互帮互助，舍友之间成为
了好兄弟、好姐妹；有些宿舍争相开展读书比赛，形成
了浓郁的书香文化。 上学期，学生打架、旷课、偷窃、翻
墙出去上网等现象都为零。 更为可喜的是，同学们也
把良好的风气带进了课堂，使得班风班貌大为改观。

关于宿舍，宿管老师最有发言权：“每天熄灯的时
候，我们学校都会出现一种奇观。 如果你从宿舍楼下
朝上看，晚上 10 点钟一到，一眨眼的工夫，宿舍的灯就
会一个接一个地熄灭。 如果你到宿舍楼上走一趟，里
面静得连掉下一根针都听得到。 ”

如今，龙冈中学还在致力于拓展情感教育的理论
深度。 学校先后举办了 3 期情感教育论坛，并申报了
“农村普通高中开展情感教育的实践研究”市级课题。
2010 年 9 月，学校成立了名师工作室，加强了情感教
育的理论探索，培养、引导老师更好地开展情感教育。
情感教育，由此产生了质的飞跃。

教育的对象是“人”，高效课堂和情感教育正是以
“人”为根本，引领龙冈中学一步步走向“人”的完善。
华灯初上，2000 多名住校生上自修，鸦雀无声。 高考体
检站里，工作人员每年都会伸出大拇指啧啧称赞：“龙
冈中学的学生就是不一样，秩序井然，彬彬有礼！ ”高
考驻地，宾馆负责人总是赞叹：“龙冈中学的学生没有
一人损坏公物，用品摆得整齐，被子叠得方正！ ”走出
校门，孩子们展示着自主、自立、自爱、自强的形象，获
得了高等院校和社会人士的一致好评。

这一切，让刘大华无比欣慰。 两年前，他就认定改
革是学校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今师生的进步如星光般
璀璨，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 尽管学校离真正的成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他和全体教师都立下誓言：生
命不息，追求不止！

教育是走向“人”的完善
———江苏省盐城市龙冈中学改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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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和李勇军聊到课堂改革，一说到数学组
老师，他就特别兴奋，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唐
朝霞老师如何“老将出马一个顶俩”，邱俊杰老师
如何让人“刮目相看 ”，龚林昀如何 “今非昔比 ”
……却唯独不提自己。

其实，作为数学教研组长，李勇军是课堂改
革的一员骁将———数学组的课堂改革长期处于
领先地位。 他还重视对相关理论的思考，并写下
了《对导学稿编写与使用的再认识》等颇有分量
的论文。 数学组老师的课堂改革搞得红火，离不
开李勇军这个“幕后推手”。 他却十分低调，上精
品课的机会也都尽量让给其他老师。 面对众多夸
赞，他连连摆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我这个组长
应该做的。 ”

好教师，除了爱学生之外，还要让学生喜欢
上课，并取得好成绩，李勇军就是如此。 他的数学
课就像写文章，讲究凤头、猪肚、豹尾。 “教师最好
是一开始就能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然后让他们
顺着你的思路听下去。 这样，课堂的效益才会大
大提高。 ”

基于这样的认识，李勇军在新班上的第一节
课往往不是讲知识， 而是努力激发学生对自己、
对数学课的兴趣。 有一次我去听他接手新班的第
一节课。 在一番风趣的自我介绍后，还不忘自我
“吹嘘”：“我教过的学生都很喜欢我，今天，我承
诺：李老师不一定让你们喜欢，但绝不会让你们
讨厌，一个月后兑现我的承诺。 ”

这般“口吐狂言”，若一个月后不能兑现，岂
不是自我讽刺？

紧接着他给学生“洗脑”并提出要求：“课堂
并不是我一个人的， 而是我和你们每个人的，你
们不仅是观众， 更是演员， 一定要积极参与进
来。 ”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眼睛里闪烁着求知的
火花。

不过，“虚张声势”只能一时镇住学生，要真
正吸引学生，还得有真功夫才行。 一堂好课要“有
趣有效”，有趣是手段，有效是目的。 无趣的课堂，
学生不爱听，自然不会有效果。 李勇军正是在“有
趣”上用足了工夫。 当然，这个“有趣”不是庸俗地
插科打诨，而是注重教学过程的生活化，创设生
活情境，让学生感到学习和生活的联系，最后学
以致用。 口说无凭，5 节课，用以佐证：

第一堂课：生活中的立体图形。 他首先在电
脑上展示了生活中的一些图片，其中一幅是上海
外滩的照片， 于是他就给学生讲自己 2004 年到
外滩时的经历与感受：东方明珠电视塔、金茂大
厦如何的高耸漂亮，鼓励他们有机会去看看。 然
后引导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常见的立体图
形。 这样的导入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激发了他
们继续研究下去的好奇心。

第二堂课：展开与折叠。 他拿起讲台上的一
盒粉笔，问道：“怎样制作一个粉笔盒？ ”有同学
说可以用长方形的纸张，“那怎样设计才符合要
求呢？ ” 有同学说可以先把粉笔盒拆开研究尺
寸。 于是李勇军总结说：“同学们说得都很好，我
们有时候需要把平面图形通过折叠围成立体图
形， 有时候需要把立面图形进行展开得到平面
图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内容———展开
与折叠。 ”

第三堂课：截一个几何体。 这节课的教学内
容相当抽象，李勇军精心设计，从名言入手，“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先鼓励学生
要努力，要不怕困难。 然后从“刀切西瓜”的事例
入手。 “如果把刀看作一个平面，西瓜看作一个几
何体， 切西瓜的行为就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课
题：用一个平面去截几何体。 ”

第四堂课：从不同方向看。 课程开始于苏轼
的《题西林壁》，引出从不同角度和方向看问题，
得出的结果不一样的结论。 然后观察几组图片，
引出三视图的概念。

第五堂课：生活中的平面图形。 李勇军充分
利用生活中的实例，信手拈来，妙趣横生，学生也
乐在其中。

一个星期过去了，学生们迷恋上了李勇军的
数学课，而他不但超前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还收
获了比预期更丰厚的回报———学生不仅喜欢上
了数学课，更喜欢上了李老师。

迷上数学 恋上李勇军

曾经有一个小男孩非常喜欢敲鼓，他可以一整
天不知疲倦地敲个不停。很多人想方设法让这个奇
怪的小男孩安静下来， 但无论身旁的人怎么哄劝，
他都不会停下来。

第一个人告诉男孩，如果他继续这样不停地敲
鼓，他的耳膜会被震破。这个人是一个医生。但这个
理由对于小男孩来说似乎有些高深，他还是一个孩
子，还不懂这些。第二个人告诉男孩，敲鼓是一件很
神圣的事情，只有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才可以。 这个
人是一个社会学家。 第三个人给了小男孩一对耳
罩，他想如果小男孩听不见了，应该就不会敲了吧。
第四个人给小男孩一本书，他小时候可是个十足的
书迷。 第五个人给了小男孩一架玩具飞机，这是他
小时候最喜欢的玩具。第六个人给了小男孩一双旱
冰鞋，这可是他小时候最盼望的生日礼物了。

很遗憾，这些方法都没有奏效。最后，一个智者
递给小男孩一个锤子和一个凿子，然后说道：“我想
看看鼓里面有什么东西。 ”小男孩有些疑惑地接过
锤子和凿子，在智者的指导下，“砰”的一声，鼓破
了。小男孩显得有些意外，豁然开朗：“难怪，原来应
该使用锤子。 ”小男孩看着破开的鼓，嘟着小嘴说
道，“我还以为这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呢。 ”然后
将鼓扔在一旁跑开了。 众人一片愕然。

这个故事一直引发我对教育问题的深度思考：
解决别人的问题， 绝不能以自己的意识为核心，否

则就会事倍功半。 教育学生也是如此，只有站在儿
童立场上，才能打造出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那么，
什么是儿童立场？儿童立场就是教师在教育活动中
要换位思考：学生会不会喜欢？学生会不会理解？怎
样说、怎样做才能顺应、适合儿童独特的生命特征，
才能起到提升儿童生命质量的作用？

校园文化建设也应该让儿童的身心得到舒展。
我们学区有一所学校，楼道有 8 米宽，学生在课间
经常蹲、趴、坐在楼道里；图书馆的设计就像是儿童
乐园，学生可以趴着、躺着，甚至“躲”在洞中看书；
操场旁边有滑梯，蹦蹦床、秋千等供学生玩乐；学校
台阶、石墩上有军棋、象棋、围棋棋盘，蹲着就能下；
学校还开辟出一块菜地，种上时蔬和果树；以及开
辟涂鸦墙，让学生挥洒书画，一展特长……这些都
是教育者站在儿童立场想问题的最好体现。

教师不但要心中有“学生”，更要心中有“儿童”。
常听到教师在办公室感叹：“哎，现在的孩子呀，不谈
学习个个可爱！ ”言下之意，因为学习，因为过重的学
业负担，我们的学生已不再是“个个可爱”。

作业不符要求、考试拖班级后腿、作业没完成
只知道玩……只从“学生”角度评价儿童 ，使作为
“儿童”的学生全面发展的空间变得愈加狭窄。要知
道，蝌蚪只能活在水中，青蛙才是既可活在水中又
可活在陆地的，教师对待儿童要切记：别把蝌蚪当
青蛙。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学区办）

师者：勿把蝌蚪当青蛙
□ 李亚楠

图书室是学校文化、文明、智慧的集合
地，展现着学校的精彩。但清林小学图书室
的主墙壁是承重墙，不能改动；圆弧形的墙
壁，易产生声音共鸣，不好利用。改变这块
墙壁的功能，使其符合图书室的教育意味，
成为我们“修剪”图书室墙壁的初衷。

甲骨文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标志
符号。因此，我们选择在墙壁上凿刻“原版”
甲骨文残片，并施以青铜漆，高仿版甲骨文
便活灵活现了。在甲骨文残片的两边，挂上
刻有甲骨文对联的“桃符”板，既映衬了甲骨文文化的厚重，又克服了声音共鸣的困扰。

图书室自从有了“甲骨文”，教育阅读意义彰显无疑，师生来到这里都会受到它的“心
灵暗示”———阅读、思考、探究。

□ 深圳市龙岗区清林小学校长 杨 勇

图书室里的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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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营的变革
“让学生干教师的活儿，让教师干校长的活儿。 ”

这是河南省新安县五头镇尚庄小学校长张营的名
言。在尚庄小学，教师不写教案，不改作业，基本不讲
课， 但这所山村小学的教育教学成绩却在当地连年
稳居第一。

张营的秘诀很简单 ， 就是真心让师生做学校
的主人。 尚庄小学的课堂彻底是学生自主的课堂：
小主持人按流程组织学生自主 、合作 、探究 ，同学
们争先恐后地发言 、展示 、质疑 、答辨……教师不
再批改作业，而是把批改作业的权利交给学生。 学
校把班级事务也完全交给学生去管理，大到学习、
纪律 、卫生 、安全 ，小到门窗 、桌凳 、水电都有专门
的学生负责。

张营对教师实行项目管理： 把学校管理的各项
事务作为项目，通过竞标的方式让教师负责。每位教
师既是学校的管理者，又是学校的被管理者，在垂直
与交叉的管理中得到历练。 学校把日常管理工作具
体分为学习、纪律、少先队、卫生、安全五大项，并让
每位教师负责一项。作为项目负责人，教师协同各班
负责此项工作的小助手开展工作，不断召开会议，让
大家出谋划策，分头管理，分工合作，关注细节，把工
作做得尽善尽美。

建设农家书房是张营的另一新举措。 他的理论
是“家长好好学习，学生天天向上”。 截止 2011 年 5
月，尚庄村农家书房已有 117 个，藏书 42540 册，
并且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长中。 在中国乡村文化破
碎的背景下，尚庄小学正在成为乡村文明的策源地。

张雷的再造
“高效课堂要解放学生，但我们解放教师了吗？ ”

这是江苏昆山前景教育集团董事长张雷的一项追问。
他把高效课堂“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
学生”的理念在学校落实后，又向前跨越了一步，开始
“相信教师，解放教师，利用教师，发展教师”。

张雷解放教师的目的是实现教师生活方式、成
长方式的转变。 “只有这样，教师才会关注学生的生
活方式和成长方式。 ”

以年级组为单位的教师自治制度和以教研组为单
位的自主教研制度， 是前景教育集团解放教师的核心
举措。 各年级组自定发展目标，自定完成目标的策略，
自定评价标准，进行自我考评，甚至督导员也是由年级
组人员担任的。 年级主任可以由各年级自行改选。

这样，教师发展就实现了从“他组织”到“自组
织”的跨越。学校发展也现实了从课堂再造到管理再
造的跨越。张雷用高效课堂理念的放大和升级，重塑
了学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重塑了教育生产关系，
解放了教育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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