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动，在不断延续。
这几天， 教书育人楷模先进事迹报告

团前往吉林、黑龙江、河北、河南等地开展
巡回宣讲报告，所到之处，给人们带来了感
动，带来了温情，更带来了震撼。

与以往的教师模范相比， 这些楷模身
上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更具备一个“新
教师”的特质。

何谓“新教师”？ 他首先应该放下师道
尊严的架子，走近学生。 英国皇家化学学
会会士、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高松为了更
好地与学生交流，专门把办公室设在实验
室。 经常有学生凌晨敲他的门，但高松一

点也不觉得烦 ，“因为能在半夜三更来向
你请教的学生往往都是可造之材，就像当
年的孙悟空一样”。 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
治县的锡伯族教师贺红岩的绝招是家访，
22 年里， 尤其是在她担任班主任期间，她
访遍了每个学生的家， 有的去了两三次，
甚至更多。

新教师还应该耐心对待学生的成长，
把学生的每一次错误都看作是一次可贵的
教育机会。 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孙宏斌曾
经把一项重要科研项目交给自制力差、不
被其他教师看好的学生， 当两年后项目研
究宣告失败时， 孙宏斌不仅没有怪罪那名

学生，反而又给了他一个课题，鼓励他坚持
做下去。 最终， 这位学生成功地完成了项
目， 也顺利毕业。 如果孙宏斌不给学生机
会， 如果孙宏斌仅仅因为对方的失败就选
择放弃，我们很难想象以后的结果。但幸运
的是，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耐心和包容，更多
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才成为可能。

新教师不仅拥有爱心， 更拥有教学智
慧，他们的课堂都生机勃勃，引人入胜，让
学生流连忘返。在一般人看来，思想政治理
论教学是枯燥的， 但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的贾凤姿老师却有本事通过翔实
的史料、鲜活的案例、新颖的方法，把枯燥

的理论课变成学生喜欢的课程。 贵州省六
盘水市盘县响水镇中学校长左相平更是想
方设法让每一个学生喜欢听课， 不让一个
学生成为“惰性元素”。 在他们的课堂上，学
生不仅在收获知识和能力， 更在收获幸福
和快乐。

时代呼唤新教师， 他们诠释了人民教
师的高尚师德， 塑造了新时期人民教师的
光辉形象，是当之无愧的“时代楷模”。

对 照 这 些 新 教
师，我们需要反思，需
要自问， 你还能为教
育、为孩子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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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周刊》
整体化学习较

之碎片化学习更符
合人的认知规律，将
是教育发展的趋势。
关注本期“思知行”，
重新定位学习方式。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生源差、 办学条

件差、 教师待遇差
……这样的学校如何
破局重生？ 让我们走
近广州市第 89 中校
长彭建平，解密他近年
来的教育改革探索。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教师的流失，严

重制约了民办学校
的发展，民办学校如
何识英雄、 重英雄、
留英雄？本期，3位校
长现身说法……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如何构建 道

德课堂？ 如何构建
新型师生关系？ 如
何建设新型教师
文化？ 详细内容请
见本期教师生活。

8-9 版

《区域教育周刊》
是名校、 名师

成就名区， 还是名
区吸引和成就名
校、名师？北京市西
城区以教师队伍建
设为抓手， 在发展
中不断追问……

4-5 版

《特别报道》
本 报 联 合 来

自河南 、 湖北 、江
苏、深圳的 4 所小
学 ，发起成立 “中
国生态小学 共 同
体 ”， 本期特别报
道解读 它 们 的 核
心价值。 6-7版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康 丽小学，
请还孩子以童年

为世界培育新人类
———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宣言

一切源于童年。
童年的心境可以延续至成年，可助

人愉悦人生，取得成就，度过逆境，抵抗
风险；也可以使人软弱无能，心理多病，
没有建树。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不过活
一个童年。

所以，童年的质量决定着人生能否
幸福、社会能否进步、国家能否兴盛、民
族能否振兴！

然而，现实的小学教育给了孩子怎
样的童年？

拔苗助长， 对学生实施过度的教
育，过早地给儿童加重学习任务，用沉
重的学习负担剥夺其幸福的童年；把学
生分成三六九等，歧视所谓“差生”、“后
进生”； 用不道德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
……大量的反教育行为充斥于当今小
学教育领域！ 这是对生命成长的玷污、
篡改和破坏！

因为缺乏教育常识和对教育的敬
畏，孩子的独立意识司空见惯地遭受着
损害！孩子的行为和想法几乎完全被成
人控制着，他们难以做自己的主人。

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就会成为失
去自我的成人，这正如发起学校的校长
们所公认的：他们像空壳一样，身体里
面住着成百上千的人，这些人在他们的
身体里打架、争斗，彼此控制和摇摆不
定……他们失去主见，并饱受内在的挣
扎、焦虑。

破坏儿童的生命成长，是教育的渎
职与犯罪！

为此，我们共同倡议：发起成立一
个基于共享价值观的协作组织———中
国生态小学共同体，旨在集结更多有教
育理想和改革动力的同道者，“课改聚
义，搂抱发展，相互借道，共同成长”，让
小学教育回归应然的本位。

我们所理解的生态， 不仅是学习、
生活环境的生态，还包括教学、活动、课
程的生态， 更重要的是教育思想的生
态， 强调对儿童生命成长方式的认识，
对儿童权益的尊重和对童年的捍卫。

重塑小学教育，我们基于这样的共
识———

教育是爱和自由的事业，好教育就
是让每个孩子成为独特的自己；

教育即“人学”———从儿童出发，富
有人性，以人为本，尊重生命；

教育不是控制、管束、塑造，而是点
燃、激励、唤醒；

好学校是“一方池塘”，让师生完整
成长，是师生的精神家园；

不扼杀孩子天性的学校就是好学
校；

不减少成人对儿童领地的占领和
开采，爱就会成为一种野蛮；

教师是学生学习条件的提供者、环
境的营造者、动力的激励者；

教师的毕生课程是研究学生；
无限放大教师教的作用 ， 是反

教育的 。
我们携手呼吁：小学校长要有教育

情怀、有教育良知、有担当精神；真正关
注学生精神的需求和心灵成长，解除管
制，解放学生，实施儿童的课程和儿童
的教育。

我们坚信：教育的立足点是相信学
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

我们集体承诺： 从学校的日常生活
做起，放弃控制，真心让孩子成为学校的
主人，无条件地接纳孩子，不让爱成为控
制的理由。 把人格完善放在教育的首位，
促进儿童健康、个性、可持续发展。

让我们用行动去拥抱一个超越“训
导与指教”的教育新纪元！

如果说教育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那么小学教育则是这块基石的基石。 小学教
育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事关无数孩子的健康成长，事关中国未来的创造力和竞争力。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中国的小学教育还远未达到理想状态，应试倾向依然
突出。

作为教育者，我们有责任改变小学教育的生态，为儿童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暑期又要到了， 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里， 各种各样的小学生补习班紧锣密鼓地
开张了。

自 6 月中旬起，重庆、天津、山东、江西
等地相继下发通知： 暑假期间禁止补课。
尽管有此禁令， 暑期补习班的广告在各种
媒体上依然铺天盖地。

“现在的小学，可不比以前了。 第一步
你得择校，然后是择班。 接着还得想，得让
孩子当班干部，参加什么样的辅导班，学什
么样的乐器……真是步步惊心啊！ ”一位家
长在本报香山会馆读者论坛上如此感慨。

这样的感慨引发了无数人的热切回
应。

“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
“都是应试搞的怪。 ”
“成绩，就应该从娃娃抓起。 ”
……
诸如此类的话， 不仅常被很多家长念

叨，也常挂在一些教师的嘴边。
小学，到底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小学不应是“反儿童”的

最近，一本《别让孩子伤在小学》的书很

畅销。 作者是一位小学语文教师，书中回答
了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比如要找老师给孩
子换座位吗？ 遇到老师批评怎么办？ 孩子作
业做不完怎么解决？ 这些问题看似琐碎，但
却是很多家长在现实中遇到的“真问题”。

“其实，很多家长并不了解教育，只是
藉由自己的经验出发，或者盲目跟风，看到
社会上流行什么，就一拥而上。 ”一位教师
告诉记者。

于是， 就有了各种 “不能输在起跑线
上”的说法，“择校热”甚嚣尘上也就是情理
之中的事情了。

然而，令人更为忧心的是，不仅是家长
对教育缺乏了解， 即便是有些教育行政部
门官员、校长和一线教师，对小学教育的重
要性也缺乏基本的了解和认知。

“小学不就是教孩子背几首诗、认识拼
音、会做几道算术题，让孩子听话、懂得礼
貌、遵守纪律吗？ ”一位教师曾经这样不解
地反问记者。

如果连教师都停留在这样的教育认知
上，那么就难怪近年来小学教育饱受质疑了。

小学教育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以为对‘小学教育’的认识，首先要

回到对‘童年’的认识上。任何人，对于童年

所持守的观点， 就决定了他对小学教育的
认识。”来自一线的江苏某校冷玉斌老师对
记者说，“现在，一些人、一些小学教师非但
对儿童心理了解不够，对‘童年’的认识也
不足， 如果不能充分了解童年在人一生中
的内涵、价值与意义，那么所有的教学，无
论其技术上有多么炫目，‘成果’多么绚烂，
都可能是七宝楼台，一拆即散。 ”

国务院参事、 中国教育学会小学专业
委员会理事长、著名教育家李烈曾经谈到，
“教育的前提，就是了解儿童，从儿童的视
角和心理去把握整个教育的走向， 教育不
是对儿童的管制，而是激励、点燃、唤醒”。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校长陈杰说，“如今从事
小学教育的教师， 儿童心理学素养的确缺
乏。当然，这源于多种原因，但作为校长，应
该特别引领教师多去关注、研究儿童”。

著名小学校长姚文俊先生曾在接受本
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谈及小学教育，“教育就
是从儿童出发，发现儿童、了解儿童、认识
儿童、发展儿童”。

如果不“认识”儿童，甚至是“反儿童”
的，后果会怎样？

“每一个生命个体的成长都遵循着生
物发展和精神发展的规律， 这是自然的法

则。企图跨越成长的阶段，狂热追求考试成
绩，很可能导致儿童的心智、社会阅历、道
德的缺陷。纵然赢在了起跑线上，却输掉了
童年，甚至人生。 ”在本报香山会馆读者论
坛上，有网友不无担忧地说，“小学教育，不
应成为童年杀手。 ”

网友们还认为： 小学生考试排名次，参
加各种课外辅导班，从本质上看，都是反童
年的。 但无奈的是，当下的教育现状就是缺
少了一种符合童年发展的“非自然的教育”。

在网友们看来， 小学阶段是打基础的
关键时期，这个基础，首先是生活的能力，
其次是对生命、自然、社会的认知，然后才
是所谓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当然，这个基础还应包括身体、心理的健
康，唯此才能有茁壮的成长，才能成为“为现
在、未来生活做准备的人”。

陈杰说：“小学教育的任务， 就是翻晒
土壤，营造最美好的成长环境，遵循教育的
本质 ， 尽最大可能构建最芳香的成长路
径。 ”姚文俊特别强调，“小学教育，是奠基
的事业，对个人一生的成长来说，好的小学
教育，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们再也不能
培养那种不敢说‘不’的‘乖孩子’了，教育
就是为孩子拓展更宽广的路”。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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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襄阳市前进路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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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0 日，“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成立筹备会在本报编辑部召开。 会议由中国教师报
编辑部主任李炳亭主持。

本报记者 梁颖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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