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相伯活了 100 年，活跃了
100 年，虽然各个时期的侧重点
不同，但爱国 、与时俱进是其始
终如一的价值取向。

受身为天主教徒的父母影
响，马相伯认为天子与平民 “同
为造物主所造， 同是有生有死，
在上帝面前同是平等”，“黄金与
泥土并无贵贱之分，而泥土比黄
金更有用”。 早在私塾时， 他就
曾因质疑嘉庆皇帝的 “权威”而
受先生惩罚 。 虽然从小就研读
老子儒家书籍，但他对儒学经典
的繁琐考据并不“感冒”，而对天
象运行等内容表现出浓厚的兴
趣，常常面对天上的太阳 、月亮
自言自语，有一次甚至拿着竹竿
去追赶月亮。

这份好奇心，不仅让马相伯
成为跨越众多领域的大家，更为
他一生坚守兴学救国的道路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马相伯是一位
身体力行的教育家 ， 在鸦片战
争 、甲午战争后 ，国家的不堪令
他深感“自强之道 ，以作育人材
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并决定“毁
家兴学”。 1900 年，他将名下的财产，松江等地 3000
亩田地和大量银两捐给耶稣会，要求用作兴办大学
的学生助学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 先后
于 1902 年创办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
学院，1905 年创办复旦公学， 辛亥革命后创办西山
讲学社(辅仁大学前身)，以及培根女校。

当时，常有名士、后生叩门向马相伯求教，其中
就有康有为、梁启超、张元济等中国近代史上的著

名人物。 他曾号召众人：“欲革
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 ；
欲研究近代科学， 必自通其语
言文字始。 有欲通外国语言文
字， 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
救国准备者，请归我。 ”只要有
才能的、愿意学的人，他都会收
入门下。 于右任曾因作诗讽刺
慈禧太后卖国遭到通缉 ， 逃亡
上海。 马相伯听闻此事便找到
于右任，收于门下，免其学费。

马相伯还是一位始终如一
的著名爱国人士。 18 岁时，马相
伯的法文和拉丁文都已学得很
好， 上海租界的法国领事重金
聘请他为秘书， 但是马相伯婉
辞了这份工作 ：“我学法语 ，是
为中国人用的。 ”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 ”时 ，
91 岁高龄的马相伯为救亡呼号
奔走，忍着脚痛，让人搀扶着挥
毫作榜书、 对联义卖， 筹得 10
万元。 1936 年，沈钧儒、邹韬奋
等 “七君子 ”入狱 ，马相伯多方
营救。 次年 7 人获释后与马相

伯合影留念 。 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 “唯公马首是
瞻”。

马相伯临终前家乡已经沦丧，他创办的学校也
已内迁，有学生到越南谅山看望他 ，老人说 ：“我是
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他一生
为国家、为人民、为真理而奔走呼喊，被世人称之为
“中国第一大演说家”，孙中山先生也为之动容。 如
其弟子邵力子所讲“至少有一个人为国家努力了一
百年……”

教育家影像

百年战士马相伯
□ 刘亚文

马相伯 （1840—1939)，祖籍江苏
丹阳，著名教育家、爱国人士，在宗教、
政治等领域均有卓越贡献。震旦学院、
复旦公学 （今复旦大学） 等大学创办
人，是教育家蔡元培的老师，后人辑有
《马相伯先生文集》。

国人常将中西教育作比较， 也从不吝啬言语对西
方教育大加赞赏。 但西方教育到底好在哪里，却只有很
少人能全方位体验。 去年冬日，我终于有机会成为青岛
市小学英语骨干教师文化考察团的一员， 在加拿大温
哥华进行了为期 14 天的交流学习。 随着观察和学习的
不断深入， 加拿大教育工作者不遗余力地对学生进行
品格教育，让我印象深刻，也让我深思：在进行品格教
育的过程中，加拿大的教师、社会和家庭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可以给中国教育带来许多启发。

活力四射的教师

在参观某小学时， 我们偶然走进年轻教师林赛·皮
特里的课堂，立刻被这位工作仅一年的年轻教师的教育
热情所打动。 原来，远在孩提时，她就深深爱上了教师这
个职业，还曾来到中国当了近两年的英语教师和拉丁舞
教师。 现在，她不是某个学校固定的教师，而是穿梭于不
同的学校进行短期代课，以求感受不同学生的不同特质。
为了让学生体验世界的精彩，她自费购买了电脑、照相
机、投影机等教学设备（这个学校并不是每个教室都有多
媒体设备），并教会学生熟练使用这些设备，拍摄课堂活
动图片或者上传视频到班级博客，让每个家长都能清楚
地看到孩子在学校的表现，而这一切，竟发生在二年级的
学生身上。

精力充沛的贾妮丝是我们一行人的外教导师，年
近花甲的她走起路来健步如飞。 她每天都早早来到教
室，在白板上写下当天的学习任务和日程安排，并以一
句蕴含深意的教育名言为序，展开教育理论学习。 她地
道的极具感染力的英语让我如沐春风， 让来自两个不
同国家的教育工作者血脉相连……

我一直有感于加拿大良好的社会秩序， 希望多了
解加拿大是怎样关注学生品格教育的。 当她得知后，便
在后来的学习中抽空介绍了相关学校的校规、 星级学
生评价标准、学生管理体系等内容，并为我们复印了相
关资料。 或许这本来就是她的计划，或许是为我改变？
我不得而知，但我心存感激，她的细致入微、款款真情
让我备感温暖。

这一老一少两位加拿大教师， 让我们感受到了她
们对教育、对学生的深情厚谊，正如英国作家约翰逊所
言：身教胜于言教，更如爱尔兰诗人叶芝所言：教育不
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从容的教育文化

倘佯在温哥华的中小学校园里， 我们发现这里每
所学校的建筑都是低矮而简单的，深入其中，无处不在
的品格教育让人赞不绝口。 教室里，张贴着学生共同制
定的班级公约和学生们那并不美观的信笔涂鸦。 水池
边，它会提醒你“你洗手了吗？ ”；垃圾桶旁，它会告诉你
“垃圾要分类， 一个细小的东西， 可能让别人忙碌一
天！ ”；走廊里，它会暗示你：“品格，就是在没人注意的
情况下，仍然做正确的事情”。 所有这一切，都在自豪地
告诉你：“这个学校里，有世界上最好的孩子在学习！ ”

时间所限，我们并不能深入教室见证各个年级的
阅读课 。 贾妮丝告诉我 ，校内 ，教师会以故事的形式
向学生渗透爱与责任的教育，学校里有各个品格主题
的童话故事 ； 校外 ， 学校周边的商店里也会有以诚

信 、勇敢 、关爱等为主题的教育图书 ，也许这种润物
无声的品德教育才能珍存于孩子的心底 。 而这种温
和的教育方式，也让我享受了一场不同以往的在大型
购物中心举行的圣诞歌曲演唱会。 演唱者是 38 位小
学生，38 个孩子，38 种姿势。 有的孩子悠闲地背着小
手 ，有的随意地把手放在身体两侧或身前 ，还有的时
不时左右扳一扳两只小脚 ， 跷一跷后脚跟 ， 可爱极
了。 除了一件相同的藏青色背心外，孩子的着装也不
一样 。 唯一相同的 ，是每个人都在用心演唱 ，稚嫩的
脸上都露出淡淡的可爱的笑容。 让我意外的是，话筒
的声音调得极低 ， 只在周围观众能静心听清的范围
内 ，教师的伴奏 、孩子的歌声 ，也都小小地恰到好处 。

天籁般的声音 ，纯净而美好 ，微笑在每个听众的脸上
绽放……而这安静中的美好竟然发生在一个喧闹的
公共场合！ 我忽然明白了为什么加拿大如此静谧、安
宁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 ，每个公民的心里也一
定是宁静的。

加拿大的教育工作者在组织学生活动时表现出的
崇尚自然，尊重学生个性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 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与培养学生的公
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学生作为“人”的基本素养。
师者，要用静待花开般的从容对待每个学生，让我们的
教育少一些歇斯底里，多一些宁静安然吧。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开发区薛家岛小学）

随性不随便的加拿大教育

慎把教育比医学

11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张菊荣

镇西随笔 49

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评价“好教师”：要做
教育家，不做教书匠！ 这也让很多教师沉迷于
名誉的“陷阱”而忽视教育教学工作，影响了
自己的职业生存。

那些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论断， 是因为
他们简单地把教书匠与“缺乏理想”、“不会创
新”、“没有个性”、“简单重复”等联系在一起，
而没有看清教书匠的“元神”。 每个人都成为
教育家固然是好的，但这只是一个理想境界，
做一个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踏踏实实的教书
匠才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现代汉语词典》对“教书匠”的解释是：
教师（含轻蔑义）。 千百年来，语言文字的发展
都是沿着一种约定俗成的道路进行着， 尽管
“教书匠”就是“教师”，但因为“含轻蔑义”就
很容易误导读者认为教书匠不是 “好教师”。
《现代汉语词典》把“匠”解释为：第一，“能工
巧匠”之“工匠”。 第二，指在某一方面很有造
诣的人。 对“匠”的两种释义均看不出“轻蔑”
的意思，所以教书匠并不是简单的工匠，而是
有一定造诣的专业人士。

我理解的“教书匠”是在教学上很有造诣
的人。 一个优秀的教书匠， 有娴熟的教学技
能， 而且这种技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实践
的积累而日臻完美。 如果一个教师能够在教
学工作上很有造诣、 独具匠心并最终成为教
育巨匠，也是一件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从
这个层面讲， 当今校园里众多缺乏爱心与专
业精神的教师并不在教书匠之伍。

教书匠不必是教育家， 但教育家却一定
要有教书匠的特质。 有人反驳我说“教育家主
要是以教育思想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
不一定非要上课不可”， 那我只能认为这种
“以教育思想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时代”的人
只是教育理论家， 而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教
育家。 许多受世人敬仰的教育家，如陶行知、
苏霍姆林斯基、 阿莫拉什维利等都曾经是教
书匠。 一个教师一辈子都是教书匠并不可耻，
这只能说明他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 不断锤
炼教学技艺、提高教学质量。 如果一个教育家
连课都上不好，都谈不上是教书匠，还有什么
资格说自己是教育家！

还有人认为，能够称为“匠”的人多面对
的是物 ，而教师面对的是人 ，所以确实不宜
提倡教师做教书匠。 但依我看来，既然要求
教育要有“技术含量”，那么即使教师面对的
是人，追求“能工巧匠”之“匠”也是很好的选
择———教师就应该有炉火纯青的教育教学
技能。 有过教学经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最
简单的走进学生心灵就是一项很需要技巧
的工作。

终于， 我的诸多认识在最近阅读的弗兰
克·迈考特的《教书匠》中得到印证。 在他的笔
下， 我看到了一位极具思想的令人肃然起敬
的教书匠，与众人口中的教书匠判若两人。

教书匠弗兰克·迈考特是美国的 “最佳
教师”，但最让他欣慰的并不是拥有“最佳教
师”的荣誉，而是他赢得了众多学生的尊重。
这位教书匠拥有颇具创造性的教学手段，他
总能在教学工作中理解学生的心理、尊重学
生的立场。 他的很多做法都极具个性、富于
创新 ，然而比个性与创新更重要的 ，是他拥
有的纯粹而真诚的心，他总能深深地喜爱自
己的学生。

在许多人对教书匠不以为然的时候 ，弗
兰克·迈考特却把自己的著作取名为 《教书
匠》，充满个性又别出心裁。 诚如读者对他的
评价一样：弗兰克·迈考特是一位“伟大的教
书匠”！

我们对教育家心怀敬意， 也从来不反对
普通教师的教育家情怀， 教书匠和教育家之
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每一位教师都有
选择成为受世人尊敬的教育家或做个冲锋陷
阵的普通教师的权利和自由， 不应盲目听从
别人的言论而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做一个自
在、虔诚的教师吧，让教育家之芽自由生长，
因为教育离不开教育家的精神指导， 更不能
缺少教书匠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

做自在教书匠

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各行业间、专业间都有
相通之处，可以互相启发，共同发展。 但也不能忽视各
行业、专业与生俱来的规律和特征，不可鲁莽拿来简单
比较，因为这种过于简单的思考有时会给彼此带来负面
影响。

身为教育工作者的一员，我经常关注各种有关教育
的比喻，其中最多的就是把教育比作医学。 教育与医学
自然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可以相互借鉴、有所启发。 如
果当真认为教育可以像医学一样是给病人看病，便会出
现大问题，会影响学生与教师的发展。

教师被喻为医生多存在于解读师生关系时。 把教
师比作医生，言外之意就把学生比作病人，然而，去医院
看病的人都是感觉身体不舒服的病人，到学校学习的人

则不是。 难怪在有些教师的眼中学生都是“病人”，是需
要“诊疗”的人。 这是多么糟糕的学生观，把一群天真可
爱、健康活泼的孩子看作“病人”！ 这样的教师又怎么能
让学生感受幸福。

把教师比作病人则多存在于“教育科研”中。 在研
究教师课堂教学时，很多人认为观课教师要当医生，去
发现、诊断课堂教学中的“病”，并积极开“处方”（改进
意见），才能促进教师的职业发展。 这是多么糟糕的教
师观！ 我并不反对将教学问题作为病症去 “诊治”，但
应把教师作为“专业发展中的人”，而非作为“病人”的
先期存在。

把学生 、 教师比作 “病人 ” 的观念是有失伦理
的 。 为什么不能把教师看作是生动健康的个体 ，把

研究教师的课堂教学比作是发现教师的发展潜能 、
发展方向的过程 ，而一定要肆意地把他们比作 “病
人 ”呢 ？

把教育比作医学确有其合理之处， 纵然二者可以
在方法上相互借鉴与启发， 但本质上却是不同的。 综
上所述，如果教师把学生当作“病人”，学校领导把教师
当作是“病人”，教育行政部门在考核、检查、指导学校
工作时又把学校当作“病人”，那么学校里那些正在成
长的师生岂不都成了有问题的人！ 用如此病态的眼光
看待学生 、教师 、学校 ，只能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 。
所以，我们在作比较时要慎把教育比医学，切不可违背
教育规律，阻碍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吴江市汾湖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

□ 臧美萍

“长清三中树立了济南课改的一面旗帜！ ”5 月，笔者
慕名来到位于济南大学科技园南的张夏镇， 寻找这所
“传说中”的课改名校。

走进学校，看到这里没有气派的教学楼，甚至连会
议室也很简陋，旧教学楼的墙面虽粉刷一新，但还是盖
不住岁月的沧桑。

闻名济南的课改典范校就诞生在这里？ 此时，孩子
们正在上课。 教室里，每 6 名学生组成一个小组，有的在
查资料，有的在认真思索。 小组展示时，学生争先恐后地
上台发言。 从这些带有泥土气息的学生身上，我们看到
的是阳光，是自信。

感受着课堂传递出的真实、自然、平和与理解的教
育氛围，一个问题不禁闪现：是什么让长清三中在简陋
的办学环境中，成为当地课改的典范？

历史老校涅槃中的生死抉择
长清三中创建于 1958 年，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她就

承担起教书育人、造福一方的历史重任。 然而，新时期，
这所历史老校沦落了，在当地的声誉一度降至“冰点”。
那时，师生都承受着难言的苦痛。

不改革，不冲出一条“血路”来，学校就面临消亡！ 在
生死存亡的时刻，校长刘文斗毅然率领全体三中人寻找
“生之方向”。

当时，正值新课改进行得如火如荼，当刘文斗走进
杜郎口“三三六”课堂时，一个愿望开始萌芽：要通过课
改，让我们的学生变成具有合作精神、探索能力的现代
人。

外出考察归来，刘文斗便带领三中人埋头苦干。 开
始，长清三中借鉴了杜郎口的很多教学方法。 但一段时
间后，他们发现杜郎口的课改模式并不适合长清三中。

于是， 长清三中人开始摸索适合自身的课堂模式。
但观念的转变是痛苦的，推行课改之初，一些教师质疑
声很强烈。 但张培芝老师却始终站在课改最前沿，她率
先探索出了语文学科“读—悟—练”的组内互助式教学，
并且，这一教学模式取得了很大成效。 张培芝所教授的
班级在总评中获得第一名，并被评为市级优秀班集体。

这一成果，彻底振奋了大家的精神。 由此，长清三中
的课改走向了新的阶段。

课堂成了学生的天下
采访中，笔者听了张培芝老师的一堂课，课的题目

是《成长的烦恼》。
在张培芝的引导下，学生按照读—悟—练的三步流

程，以小组为单位，组内互助，分工合作，学生大声地朗
读，抑扬顿挫、声情并茂，连珠炮式的发言，发自内心的
感悟，迸发了出来，令人“耳不暇接”。 朗读中，组长负责
商讨分工，把文章分成若干部分，内容相对完整，每位同
学读一部分。 朗读采用领读、齐读等……

看！ 课堂成了学生的天下，整堂课充溢着浓浓的共
同探究的气氛。

在读—悟—练中， 悟的组内互助式教学最难操作。
学生怎么悟？如何保障每一个组员都在思索、在交流？张
培芝把独立思索放在第一步， 有的大声说给自己听，有
的则把思索的内容写出来。 张培芝鼓励学生大胆说出自
己的见解。 在张培芝的引导下，学生们积极谈自己的看
法，同时注意吸纳别人的观点……

回顾整节课，40 分钟几乎 30 分钟是学生在支配。既
然课堂成了学生的天下，那教师怎么办？ 对此，刘文斗
说：“我们突出学生的学，但并不忽略教师的导。 ”

教师的“导”体现在适时把握时机，课堂收放有度，更
体现在学生灵感出现的那一刹那，点燃他们的智慧之火。

比如，说到“成长的烦恼”，张培芝就顺势利导，引导
学生联系自身实际展开讨论。

曾经， 一个学生很苦恼地说：“我一想玩就会变懒，
我知道贪玩是玩不出什么名堂的，但控制不了自己。 ”其
他同学积极支招：我会给自己制订一个计划，做到学习
有目标。 好学者不如乐学者，摸索一套有效的学习方法
很重要……

瞧！ 课堂上，教师竟调动了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
很多来参观学习的教师、校长都感慨：想不到农村

的学生还能这样出彩！ 想不到农村中学还能有这样优秀
的教师！

组内互助式教学 小组建设很关键
合理分组是开展“组内互助式教学”的前提。 按照

“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将全班分成若干小组，将
学生按其知识结构、能力水平、个性、性别乃至家庭背景
等因素，混合分成六人一组。

在开展组内互助教学中，通常组长会让小组内学习
成绩不太好的同学先发言，优秀生进行补充发言。 通过
“兵教兵”、“兵练兵”最终实现“兵”与“兵”的双赢。

要想使这个小集体有长盛不衰的战斗力，就要形成

班级小组与小组之间竞争的态势。 怎样衡量小组之间的
竞争？小组评价很重要。在长清三中，几乎所有的教师都
在使用小组互助教学，虽然力度不同，形式也各异，对小
组的评定方法也多种多样：分值法、加星法，大大促进小
组间的合作竞争。

组内互助 让课堂活了，学生动了，效率高了
3 年的探索与实践，长清三中创造了“组内互助式教

学”的模式，也走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课改之路。
如今， 学校的课改取得了诸多成果：2009 年 5 月 8

日，济南市初中语文教学成果展示现场会在长清三中召
开，“组内互助学习”语文课堂教学模式在全市推广。7 月
18 日， 在中国教育学会主办的主体分层课堂教学评选
中，张培芝老师的课荣获中学组一等奖。

而在刘文斗看来，课堂改革的成果，其他几方面更
重要：

开展组内互助学习以后， 许多老师有了共同的体
验：课堂活了，学生动起来了，教学效率高了。 “学生的成
绩提高了，睡觉的没有了，而且敢说敢问”。

一位老师还兴奋地说：“有了小组之后，学生的展现
机会多了，现在学生想说了，想做了，敢说了，敢做了。 ”

在和学生的交流中，他们的心声是：通过组内互助
学习，增进了同学之间的友谊，树立了展示自己的信心，
也有利于培养同学间的合作能力和竞争意识。

开放的课堂， 学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文斗说：
“挖掘的是潜力，培养的是勇气，张扬的是个性，奠定的
是信心。 ”

“走，到长清三中听课去！ ”如今，在长清，在济南，常
常听到教师这样说，课改，实实在在地提升了长清三中
的知名度。 而学校对课改的有效探索，不仅是其发展史
上的一次美丽的转身，也为其他农村中学的改革提供了
一个可资借鉴的范例。

一所农村中学的美丽转身
———山东省长清第三中学课改带来的启示

□ 文 艺 张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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