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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都梅里毗邻南，金匮郡东墙门镇。 唐庄河畔，望
虞源头，一九五七，墙门贤达胸存教育壮国之志，香楠
百姓怀抱造福桑梓之愿，筹款捐桌，陋屋建校，筚路蓝
缕，励志创业。 沐雨栉风，校名几番易更；披沙拣金，校
训一脉相承。 修德持诚，达智循真，以真诚求立命，唯
健体得安身。 凝吴地文化之精华，集太湖人文之底蕴，
薪火相传，弦歌不息。

十年阴霾寒窗冷，百废待举；一朝冰融杏坛暖，学
运昌隆。 八十年代高考，声名鹊起，全国名牌院校设硕
放学子之座；九十年代中考，频传佳绩，重点省市学校
称优质生源之校。 展眼今朝，更上层楼，韶光丰盈，风
华正茂，成绩屡居前列。

香樟馥郁庇荫，玉兰洁白吐蕊；琼花高雅迎客仙，
桂花盈秋露芳香；池边假山流水淙淙，百年紫藤飘香
阵阵；锦鳞游弋浅水底，睡莲出水芙蓉装；杜鹃花开红
艳艳，迎春枝条黄澄澄；柳枝婆娑展丰姿，栾树高捧灯
笼枝；腊梅暗香沁人脾，石榴火红缀绿叶；含欢羞叶举
流功，银杏伸臂挂白果；紫竹窸窣，紫薇摇曳；山茶月
季，绰约千态；栀子含笑，芳香四溢；雪松裹银披冬装，
水杉涂翠托鸟巢。 晨闻喜鹊报喜讯，午听彩翎鸣啁啾，
暮传鹧鸪亮嗓韵，生态校园展生机。

诚朴，勤奋，活泼，严谨，校风如钟，洪音贯耳；尊
师，守纪，勤学，善思，学风如水，英杰泛舟；爱生，勤
恳，谦虚，创新，教风如露，润蕙滋兰。 教坛革新，科教

兴校，杏坛设擂，竞相献技；五五方法引领学校工作，
特色教育频显风骚精彩。 课题研究，随堂听课，相互切
磋，推教师专业发展；学海探珠，合作求知，前呼后拥，
助学子昂扬茁壮。 师者博闻善导，学者勤学乐思；培养
学生特长，注重个性发展。 《墙门风》吹桃李芬芳，《晨
钟》刊响文音诗曲，田径场捷足飞腾 ，篮球架频传飞
弧；《绛州大鼓》敲出青春神威，《乡村小曲》舞出学子
清韵；童谣诗韵孕校园文化，航模社团现雏鹰雄姿。 社
会实践，臻尙至善，熏沐魂魄，感恩崇德。 治学之道，以
生为本，修身养性，弘文博学，育才育贤，诲仁诲智。

硕放中学兮，志存高远，鉴璞淘金，上下求索，寻
教改之路，探正本之源。 和弦弹奏奔腾曲，浓墨泼彩壮
丽卷；昭嗣让里怀天下，空港霞蔚璀璨花。

附：江苏省无锡市硕放中学建立于 1957 年，学校
占地面积 42386 平方米， 校舍面积 13390 平方米，绿
化覆盖率为 50%。 现有近 150 位教职工和 1300 位学
生。 2005 年经市区教育布局调整，定位于办成一所现
代化初级中学，曾获得“江苏省陶行知研究会实验学
校”、“创建江苏省最具影响力初中先进集体”、“江苏
省教育学会系统初中教育研究先进集体” 等众多荣
誉。 学校坚持“让每个学生快乐健康成长”的办学理
念，不断提高教育现代化建设水平。

（请作者速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校报和稿酬）

青年教师要摒弃“三怕”

11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孙 明

镇西随笔 54

清秀的面容 ，温和的性格 ，善良的为人 ，看
似柔弱的外表下 ，却有一颗坚韧的心———这就
是徐全芬老师给我的印象 ，她的 “坚韧 ”源于她
少年时经历的生活苦难。

1995 年夏 ， 徐全芬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
书，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 可她高兴不起
来 ，不只是因为没考上重点大学 ，更是因为母
亲已近油尽灯枯。 在她接到录取通知书的 3 天
后，母亲便离开了人世 。 徐全芬的悲恸可想而
知。 当初父亲去世时，她和母亲相依为命，身体
并不好的母亲起早贪黑 ， 不辞辛劳地养育她 ，
供她念书 。 年幼的徐全芬没有辜负母亲的期
望，以全校第一的成绩升入县重点中学 。 从那
以后，徐全芬就开始了独自求学的道路 。 她在
外孤身奋战 ，母亲在家忙农活 ：农忙时精耕细
作采桑养蚕 ，农闲时采野菜变卖成钱 。 虽然清
贫，但母亲的精打细算也能够供得上女儿的学
费。

后来 ，徐全芬又考上了重点高中 ，可积劳
成疾的母亲却倒在了病床上 ，这让本不宽裕的
家庭顿感压力。 就在这时，学校领导、老师和同
学都向徐全芬伸出援助之手———学校减免了
她的学费 ，并给她以特困补助 ；学校特许徐全
芬的母亲可以在学校寝室小住 ，以便女儿能随
时照顾她 ；在徐全芬因无力支付医药费而焦头
烂额时 ，同学们悄悄地为她募捐 ，家长也送来
了衣服……正是这些一点一滴的帮助 ，让她和
母亲度过了那艰难的 3 年。

3 年后，徐全芬考上了大学，当母亲终于可
以品尝丰收的硕果时 ， 她却永远地离开了女
儿 。 母亲走了 ，却给徐全芬留下一笔最可宝贵
的精神遗产：坚韧。

拿着县教育局资助的 1000 元学费，徐全芬
开始了她的大学生活 ，走进了师范学院的历史
系。 刚踏进大学校园 ，徐全芬心中不仅怀着失
去母亲的悲伤 ， 还 有 一 份 对 所 学 专 业 的 不
快———学历史并不是自己的爱好 ， 当初选择
它，纯粹是因为填报志愿时的某些特殊原因才
不得不选择了 “历史 ”，自己的爱好是英语啊 ！
她打定主意 ， 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专
业，将来一定要成为一名英语教师！

为了生活，徐全芬勤工俭学。 为了梦想，她
把课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英语上 ，以至于大一
第一学年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大学英语四
级考试 。 徐全芬的努力得到了英语老师的赏
识 ，当得知她的愿望后 ，这位老师提出推荐她
转入英语系读英语专业 。 徐全芬欣喜万分 ，可
好景不长 ，只读了一周又被退回历史系———因
为她无法支付转系的费用 。 她尽管伤心 ，却没
有气馁 ：一边继续历史专业的学习 ，一边寻找
着下一个接近梦想的办法。

大学毕业后 ，徐全芬开始了高中历史教师
的工作。 当她鼓足勇气向校长提出同时担任历
史和英语两门课程的教学工作时 ，校长痛快地
答应了。 徐全芬终于跨出了在英语专业上的第
一步！ 坚韧，让她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万事开头难 ，非专业英语出身的徐全芬遇
到很多困难 ，于是她利用暑假自费去进修 “高
级英语听说能力训练 ”， 这次培训让她信心倍
增。 4 年的高中英语教学工作下来，让徐全芬真
正感受到了英语教学的快乐。

2003 年，徐全芬辗转从县城应聘到成都市
武侯实验中学教英语 。 但她心里一直有着 “非
英语专业 ”的伤痛 ，所以她从不放过任何可以
考取英语专业文凭的机会。 工作的劳累已经让
体质不好的徐全芬身体每况愈下 ，可她依然以
顽强的毅力让自己挺了过来。 2006 年，她报考
四川师范大学的 “教育硕士英语专业 ”被录取
了，圆了她学习专业英语的梦想。 说实话，一边
坚持教学一边攻读学位挺累的 ，但她却并不抱
怨，因为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生活。

那一年也是我刚刚来到武侯实验中学当
校长，我鼓励教师通过阅读与写作提高专业素
质，过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 徐全芬便开始大
量阅读，并尝试着写作。 现在，徐全芬又开始了
对班主任工作的探索 ， 继续收获着成长的果
实。 在一篇教育随笔中，徐全芬这样写道：

在阅读中成长 ，在写作中反思 ，我变得更
加自信了 ， 我享受着英语教学带给我的快乐 ，
我开始追求新教育实验所倡导的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

苦难铸就坚韧，坚韧陪伴成长。 “宝剑锋从
磨砺出 ， 梅花香自苦寒来 ”， 徐全芬的成长经
历，便是对这两句诗最好的诠释。

徐全芬：苦难铸就坚韧

在各个学校，青年教师所占的比重都较大。 他们
对新鲜事物的理解和接受能力高，在教学工作中常常
提出新的想法和办法， 是教师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
量。 作为一个青年教师，应当有朝气、肯学习、勤思考、
敢作为，要勇于摒弃“三怕”，做出一番成绩，实现自己
的人生梦想。

首先，青年教师要摒弃 “怕学 ”。 在物欲横流的
今天，能真正静下心来潜心学习的青年教师少之又
少 ，很多教师一提学习就头疼 ，稳不住神 、静不下
心、学不进去。 偶尔发现有教师在学习，其目的也不
是为了掌握现代教育技术或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
水平，而只是想拿文凭装潢门面、应付检查。 很多青
年教师目光短浅 、胸无大志 ，将大把的时间消磨在
闲聊里 ，玩在牌桌赌场上 ，耗在电脑游戏中……他
们不读教育图书，教育报刊也被束之高阁。 纵然读，
也只是有眼无心地浏览而已。 如果不读书 ，思想会
僵化 ，知识会过时 ，我们将变得迟钝 、愚蠢 ，落后于
时代发展的脚步 。 所以 ，青年教师要努力摒弃 “怕
学 ”这一不良习惯 ，积极投身于教育事业 ，坚守原
则，不气馁、不灰心、不埋怨、不放弃，向着理想不懈
努力。 只有踏踏实实地去学习、去研究，才能有所创
新，才能无愧于师者的称号。

其次，青年教师要摒弃“怕思”。 孔子云 ：“学而
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 。 ”很多青年教师对学习
不感兴趣 ，怕思考 ，思考了也往往浅尝辄止 ，满足
于一知半解 。 有的教师教育学生时机械呆板 、急于
求成 、不思进取 ；有的教师上课死搬硬套 ，视教材
为圣经 ，照本宣科 ，丢失了自我的思想 ；有的教师
只知道埋头苦干 ， 不知道抬头巧干 ， 只 “干 ”不
“思 ”，缺乏创新 ，即使工作了几年的教师也满脑子
“半成品 ”， 缺乏真知灼见 ； 还有的教师只学不
“钻 ”，看似 “认真 ”读书看报 ，实则是 “读书看目录 ，
读报看标题 ”，蜻蜓点水 、一目十行 、不求甚解 ，不
愿联系实际做深入思考……其实 ， 一个想有所作
为的人 ，首先是一个爱琢磨问题的人 。 他的思维是
活跃的 ，哪怕仅仅一个小问题 ，一种司空见惯的现
象 ，进入他的视野后并不是盲目地肯定或否定 ，而
是全面地 、变化地 、发展地审视它 ，再得出结论 ，并
从中有所收获 。

再其次 ，青年教师要摒弃 “怕做 ”。 在我接触的
青年教师中 ，有一部分青年教师怕做事 ，做了怕出
问题 ，出了问题怕受到领导的批评 ，影响自己的职
业生存 。 反而是那些不做事 、少做事的教师 “绩效
高 ”。有些教师即便是多做事 ，也是敷衍了事 ，被动

地完成任务 ， 因为害怕自己认真地工作会招来其
他教师的不满 ！因此 ，出现了凡事 “怕做 ”的另一怪
圈 ：有的教师好吃懒做 、眼高手低 ，说得好 、做得
差 ；有的教师明明知道怎样做是最好的 ，但就是缺
乏身体力行的勇气 ；有的教师拈轻怕重 ，做事挑三
拣四 ；有的教师整天萎靡不振 ，不参与集体活动 ，
对周围的人 、事 、物漠不关心 ；有的教师日常工作
和生活无计划 ，饮食起居无规律 ，一副有今日无明
日的样子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有的教师急功近
利 ，投机钻营 ，想进步又不愿付出努力 ，热衷于拉
关系 、找门路……凡此种种 ，都是青年教师成长的
绊脚石 。

青年教师的“三怕”不仅是对自己的轻视，更是对
学生、对教育的无视。 而青年教师要有所得要发展，就
要彻底摒弃“三怕”，才能适应课改新潮流，才能有所
作为。 广大青年教师应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做好
每一件事，只有在每件平凡小事中的用心，才能成就
最终的不平凡。 让我们做一名勤学、敢想、敢做的新时
期青年教师吧，扛起肩上的责任，为学生、为教育付出
自己的真诚与勇气。 用心做事，做出成绩，做一个顶天
立地的教育人。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金安苑学校）

许多人总会不自觉地将校长的职责定位为教师
和学校发展的领头羊、助推器，而忽略了学生才是学
校主体的事实。

如果校长一味地忙于学生发展之外的工作，将学
生拒之门外，久而久之，学校的发展、学生的成长就会
偏离了方向。 当学生被关进校园、关进教室、关进书
本，他们就很难发现自己的特长，甚至迷失自己。 于
是， 众多学生开始在纷乱的课程中不停地按 “需”选
择：他们辗转于纷繁复杂的课程，总感觉门门都重要，
样样感兴趣，浅尝辄止便理所应当地成了他们学习的
结果。 其实，学生最需要的就是身为老师和校长的我
们去发现他们的强项、特长，成就他们的快乐成长。

很多时候，有一技之长的学生，在学科学习中也
会有较好的表现。 因为学生在发展其一技之长的同
时，也掌握了学习一门功课的方法与思路。 现实中，这
类学生学习能力往往能提升得更快。 学生这种学习状
况的形成，与校长的思考、决策有很大的关系：当校长
将主要精力集中到发展学生上，学生的个性发展才能
有阳光同行。 同时，学生的个性发展也将成为学校最
大的特色，进而增强学校竞争力。

去年曾有媒体报道： 某地某校五年级学生的 12
月，不是“圣诞欢乐月”，而是“魔鬼考证月”，因为面临
着 5 个补习班、5 场学科竞赛。 不难推断，这样紧凑的
竞赛安排，不可能是出于学生对某学科的喜爱，更不
可能是为了让学生的能力得到提升。 因为，学校让学
生如此 “忙碌”， 只会让他们失去更多的个性发展空
间。

也许有人认为这些事情跟校长毫不相关，都是家
长和班主任以及教师的责任。 但事实上，这就是校长
的责任。校长的观念，很大程度影响教师的观念。学校
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教师，有什么样的
教师就会有什么样的学生。 如果没有校长带领教师去
开启锁住学生的重重大门，学生的发展也只能是盲目
的、无助的发展。 我曾经读到过一则锁与钥匙的故事，
对此感慨颇深：

从前，有一把坚实的大锁挂在门上，一根铁棍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仍然无法将它撬开。 钥匙来了，只
见他将瘦小的身子钻进锁孔 ，只轻轻一转 ，大锁就
“啪”地一声打开了。 铁棍奇怪地问：“为什么我费了
那么大的力气都打不开 ，而你却轻而易举地就把它
打开了呢？ ”钥匙说：“因为我最了解他的‘心’”。

其实，人心有时就像上了锁的大门，再粗的铁棍
也无法撬开，唯有用心关怀，才能把自己变成那细腻
的钥匙，打开他的心扉，了解他、帮助他。 校长就要努

力做钥匙般的人，走近学生，化作那把最适合的钥匙，
打开学生的心锁，让他们接触更广阔的世界，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人，获得更大的成舞台。 唯有如此，学校才
能“炼”出自己的特色，才能更好地发展。 也只有走近
学生、发现学生、发展学生，坚持发展以学生为主体的
特色，才能为学校的发展注入强心剂。

所以，校长要建立一套以发展学生为基础的评价
机制，调动教师更多地关注学生成长，发现学生所长，
努力创造最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的教育，让学生在学好
课本知识之外，有时间、有精力发展一技之长。 学校还
应建立学生特长发展档案，为表现突出的学生颁发等
级证书，坚持凡是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的，凡是学校
能力范围内能达到的，凡是对社会发展有积极推动作
用的，校长都应该鼓励和帮助学生发展特长。 以特长
之“点”带动学生全面发展之 “面 ”，避免起点全面要
求、结果片面发展的不堪结局。

新课改背景下的校长，要成为助推学生强项发展
的关键人物，为学生开启一扇门，让学生有机会走出
大门，去赢得属于他们的一片天。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小河中学）

校长要为学生“开门”
□ 周芳元

西湖南岸，青山巍巍，林峦深处，张苍水墓
东侧，安葬着中国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国学大
师章太炎先生。他生平钦佩张苍水,曾说：“生不
同辰，死当邻穴”,身后终得与英雄为邻。而他也
继承了张苍水的文人气质与战斗精神，时人戏
称为“章疯子”。

一说章太炎的疯狂始于 16 岁。 当时他遵
从父命参加“童子试”，试题为：论灿烂之大清
国。 章太炎不就题论题，却在考场上疾呼：“吾
国民众当务之急乃光复中华也。 ”幸好试官未
与他深究，只是以他癫痫症发作为由，将他逐
出考场了事。

二说章太炎疯狂是因为他喜好骂人，他也
因骂战收获一段师徒缘。 黄侃曾与章太炎楼上
楼下地住着，但彼此不知。 黄侃总是站在楼上
撒尿，被章太炎发现后大骂道：“王八蛋，没娘
养的，不去厕所，随处撒尿！ ”黄侃也不示弱，于
是两人展开了骂战。 后有人相劝，黄侃才知对
方是章太炎，立即道歉拜师。 在给学生上课时
他同样张狂：“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幸运，
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受众
人敬仰的状况。

大家称他“章疯子”，他不但不恼，反而说：
“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 古
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神经病才能做
到。 ”

如果说章太炎喜骂人是好战的体现，那么
他对时局的批判与反抗则表明他是一个真正
的战士。

1903 年，他因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及
替邹容《革命军》作序，辱骂光绪帝“载湉小丑，
不辨菽麦”被捕；1908 年，他应孙中山之邀赴日
接任《民报》主编，因无情揭露帝国主义、封建
主义，抨击改良主义而第二次入狱；他第三次
入狱则是因袁世凯刺杀宋教仁一事，“虽经友
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
于 8 月冒险入京”， 却被袁世凯在北京禁锢 3
年。

许寿裳说章太炎是“革命不忘讲学”。 1935
年，章太炎于苏州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一心
研究中国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 他反对在
中国采用“万国新语”（世界语），主张治学由小
学入门，音韵文字相通，并以此为基础，结合西
学，恢宏清代诸子学之门户，更撰文批评现代
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章太炎嗜烟，给学生讲课时，一手拿粉笔，
另一手必拿烟卷，有时讲到精彩处，拿着烟卷
便往黑板上板书，常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亦文亦武的章太炎被周恩来誉为“一代儒
宗、朴学大师，学问与革命业绩赫然”，鲁迅也
说：“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
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七被追捕 ，三入牢狱 ，而革命之志 ，终不屈挠
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
的楷范。 ”

章 太 炎
（1869-1936）名
炳麟，近代民主
革命家 、 思想
家、 国学大师。
在中医文献研
究 、文学 、历史
学、语言学等方
面均有成就，一
生著作甚丰。 他
还是辛亥革命
的重要领袖之
一， 与孙中山、
黄兴并称为“辛
亥三杰”。

教育家影像

章太炎：
左手革命
右手学问

□ 刘亚文

硕放中学赋

《学校创意 》 也许 ，你的学校没有让人过目
不忘的华丽建筑 ， 但只要有学校工作的各类行
之有效的创意，一样能使人耳目一新。 我们征集
这样的创意，可以是有创意的开学典礼 、校会班
会、校园节日，等等。

《思想力校长》 本栏目发现致力于课改实践和
素质教育探索的典型学校，关注思想力人物，关注躬
身教学田野的实践者和具有教学领导力的校长，欢
迎读者自荐或者推荐。

《新生代班主任》 本栏目关注践行新理念，具
有学习力的优秀青年班主任。 欢迎读者推荐或自
荐。 同时，如果您在班级管理中有什么困惑，想与
我们报道的“新生代班主任”一起交流，也请联系

我们，他们会对您的问题一一进行解答。

《非常教师》 本刊继续发现并推介“非常教师”。
对于“非常教师”的入选要求，我们主要关注两点：一
是热爱教育，有职业理想，深受学生爱戴；二是对教
育教学有独立思考，且在实践上有所突破。欢迎读者
自荐和推荐身边的“非常教师”。 总之，“非常教师”关
注具有非常之思想和非常之实践的草根教师。

《教育家影像》 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教育
家， 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是他们的思想和理念。 其
实，他们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轶闻趣事，值
得我们去挖掘，去寻找。 将他们成长的经历和故事
与我们现实的教育环境相结合， 就是开给当今教
育的良方。 欢迎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稿件。

征 稿

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联系方式。 稿件请发至 zgjsbjyj@21cn.com。

今日，呼唤新教师、新学校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最强的呼声。 可以预见，在目前这场广泛而深刻的课改浪潮中，终将有一批又一批有
思想有作为的新教师涌现出来，引领教育改革的的新潮流。

陈独秀曾在《新青年》中说：“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的确，新旧青年的差别不是在年龄上，而是
在心理上。 新旧教师的差别，亦是同理。 今日的青年教师要真正成为“新青年”、“新教师”，他们需要怎样的努力，又需经历怎样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