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9 日，教师节的前一天。 同事打来电话，说我的毕业
生们相约来母校，还送来了好大的一个花篮，特别想见我。

这就是老师的幸福———被笑脸团团簇拥的满足感， 足以
支持我们继续微笑着站在三尺讲台上， 哪怕有这样或那样琐
碎的不如意。

可我不能赶到城市的那一边去见他们。 因为此刻，我已不
再担任那所省级名校的语文教师了， 而是在着手创建一所尚
停留在梦想阶段的民办小学。我知道，自己所面临的困难会有
很多，就眼前而言，这所酝酿中的小学甚至还没有拿到建校用
地。但是我愿意尝试，并抱着必须成功的决心和信心。我，抽不
出身来同他们见上一面。

其实，从教 13 年来，直到两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动过辞职创业的念头。
可今天，怎么就说干就干了呢？
四月的一天，和郑州加斯顿教育机构的王卫东夫妇萍水相逢。 我本是奉行“群坐守口”的人，可

卫东的一句“你认为小学生作文该怎么教”，打开了我的话匣子。 我讲到教作文的目的当使孩子体
味写作的快乐而非拼凑文字，我讲到教作文的老师自己也必须会写并爱写，我讲到形形色色的作
文书对于孩子的写作能力之培养弊大于利，我讲到课堂的组织形式当大刀阔斧地改革，让孩子真
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我讲到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之核心当是充满爱意的儿童观……

记得那时卫东的眼睛亮亮的，他迫不及待地插话：“你了解高效课堂吗？ ”我还未回答，他又补
充：“我们就想办一所这样的学校！ ”

什么能够让人一见如故？
原来，在我们心中始终怀揣同样的梦想———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中，每个孩子都能够按照生命内在的规律慢慢成长，而且真正快乐；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中，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出色的生活能力、更多的成就

感；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中，每个老师都是满面春风的，不管是面对孩子、家长，还是领导、同事；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中，每个老师的心都没有杂念，完全都在想着孩子，并从中体味成功和幸

福；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中，每一个人———无论校长、老师、孩子和家长，都可以非常亲切、非常有活

力、非常有想象力……
而这一切，在公立学校，因为种种原因而很难实现。 就像一位校长亲口对我讲的：“我连用人都

没有自主权，从上面派来的老师，无论如何都得安排，以至于我们学校的三个音乐老师没有一个会
教孩子唱歌! ”

而民办小学，这一切都因为体制的相对灵活而成为可能。
在加斯顿小学首届新生的入学仪式上，我同每一个孩子握手、拥抱，眼睛情不自禁地湿润了。
感谢加斯顿教育———唤醒了我心中的梦想。
这梦想，就像一团火，令我热血沸腾，令我毅然走出了“坐井观天”的小圈子！ 这梦想，就像一团

火，必将照亮更多的地方，必将温暖更多的孩子……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加斯顿小学）

梦想是一团火
□ 王 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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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我是谁”，那就很哲学了。而问“我是个什么东
西”，则足见其另类：不把自己当人看。其实不然，我是很
高看“人”的，只是感觉到自己还有没“活”到“人”的份
上。 我以为，“人”之所以不是“东西”，就是因为有其高
贵的品格尊严———自由的意志与实现自由的能力；然而
我有吗？我充其量只有一半：有自由的意志，却没有实现
自由的能力。因此，我暂时只能算作个“东西”，但究竟是
个什么东西呢？

好像，我只是个赚钱养活自己的工具。 儿时被父母
养着，长大后就自己养自己，再后来生个儿子来养，也不
过是“养子防老”罢了。 现在，儿子大了，自己也开始老
了。 想着儿子一个养多个的重任，自己就不得不要多赚
几个养老的钱，而且还得想法不生病，否则，一时报销不了，变成“老不死的东西”，那
就将成为后人不小的灾难。 因此，活着，我就得做能赚钱养活自己的工具了。

工具，当然就是没有自由意志的东西。我没有实现自由的能力，却有自由的意志；
毕竟，我做的是教师，这便是我的可悲之处。 按理，教师应该是呵护人成长的人，不但
要把自由的意志传递给孩子，而且还应该训练孩子实现自由的能力；简而言之，教师
应该帮助学生由“东西”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可我现在的所作所为却恰恰相反。养活
自己的压力，把我固定在中国特色教育的流水线上，逼我充当以制造“考分标准件”换
取工钱的加工手。 每天我先用标准答案“加工”自己一遍，然后再 N 遍地去“加工”学
生。 如果没自由的意志，麻木的心灵也能像阿 Q 那样获得“精神胜利”，没有丝毫痛
楚。 不幸的是，不屈的自由意志，总令我清醒地看到这样的实事：为了养活自己，我这
样的加工手，正在把一个个鲜活的孩子“教育”成赚取考分和奖金的工具；也就是把
“人”加工成“东西”了。 清醒了这样的实事，我又不能不骂自己：你简直不是个东西。

这就难怪学生对教师的报怨了。
那天课前口头作文，一个孩子讲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俗语，说：教师与父亲

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教师能成为学生的朋友，就很不错了。 点评作文的孩子就说：其
实，现在做老师的，都是些素质不怎么样的人。她话音刚落，教室里几十双眼睛都聚焦
在我脸上。平常的心，大概能使我的脸呈现一个淡然的微笑，要不，点评作文的孩子怎
能够继续对教师的报怨呢？

我非常清楚，中国教师在人们心中究竟是怎样的形象。 过去，也只有落魄的文人
才来做孩子王；今天，即便是读师范院校的，发自内心把教师职业视为一生事业的，又
有几人呢？平心而论，自己当年报考师范，很大程度就是为了能“吃商品粮”，如果真有
实力，那还不报考复旦北大吗？ “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文化，注定了我们这个民族不
遗余力地争夺权力而不惜践踏权利的文化品格；教师虽然在“软道德”中享有崇高的
地位，但“硬道理”中，教师却与那些弱势的孩子一样，始终摆脱不了成为工具的命运。

轻视教师的实质是轻视孩子，而一个不把教育当回事的民族，其实就是不把自己
的未来当回事。 有意思的是，这个不那么重视教师的社会，却制造了不少很令做教师
的无比享受的美誉，如“蜡炬”“园丁”之类。可是这样的美誉，却没有一点人味儿：它们
不是把教师视为东西，就是不把孩子当作人。 还有个“灵魂工程师”的光环，彰显的更
是一种毫无生命敬畏的狂妄；要不，你说，人有能耐对“灵魂”进行设计加工吗？

当然，做教师的，也不难在孩子的心目中塑造自己光辉的形象。
不只一次，我在学生的口中或作文中，获得这样的赞美：老师，就是您的一句话，

改变了我的人生； 您是我人生的指路明灯。 我不知道别人获得如此赞美是怎样的感
受，但我，受之而心惊肉跳。 如果不是赞美者在我心中形象特单纯的话，那我感受到
的，简直就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因此，即便这是很真诚的想法，我也会很真诚地回应
说：要说明灯，那是你们那一双双求真求善求美的眼睛，充其量，我不过是你们手边可
用可不用的拐杖而已。

是的，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以为：作为一个教师，不做燃烧自己的蜡炬，也不做
修理孩子的园丁，更不做设计加工他人灵魂的工程师，而做孩子手边的一根拐杖。 那
么，应该是不坏的选择，即便自己只是个东西。 （作者单位系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做孩子手边的拐杖
□ 李建辉

作为一个教师，
不做燃烧自己的
蜡炬，也不做修理
孩子的园丁，更不
做设计加工他人
灵魂的工程师，而
做孩子手边的一
根拐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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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我很自卑，因为我的身份是民办教育人。 我不否认，我是
为了提高生活质量才到民办学校的，最初并没有想到要提升自己或
者把教育事业做到极致。 因为那时候公办和民办教育两重天，公办
学校老师说话的神情大多是趾高气昂的，就因为他们手里握着的是
一张永不过期的饭票，他们可以随意放弃自己的教育机智；而民校
教师却随时都有丢掉饭碗的危险，为了自己幸福的生活不得不不断

进取。 我们用心呵护着校园里每一颗幼小的心灵。 学生生病了，背着他们去医院的是他们亲爱的老师爸妈；学
生饭卡丢了，帮他们垫付饭钱的是他们亲爱的老师爸爸；曾经有一个孩子便秘，看着因拉不出大便痛苦的那张
脸，我们的老师妈妈毫不犹豫地帮助孩子抠出那该死的便便。 从那时候起，校园里增添了很多新的称呼，王妈
妈朱妈妈，张爸爸李爸爸。 我们用父母的温暖感化着这些孩子，虽说他们大多是留守儿童，可在这里照样可以
享受到稀缺的父爱母爱。 我们用无微不至的关怀赢得了学生、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我们用周到的服务迎
来了学校发展的春天。

曾经，在公办学校，朝气蓬勃的我天天有使不完的精力，做家访，做辅导，还成功召开了建校史上的第一次
家长会。在那个得过且过的小天地里，我的行为成了大家嘲笑的谈资。当我产生逃离的念头时，是这里，民办学
校招才纳贤的旗帜给我的人生及时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于是，激情再次被点燃，教育的机智见风就长，我和学
生在教室的天地里徜徉，尽情吸取属于我们的幸福时光。孩子们可爱的笑脸告诉我，我就是他们心目中最喜欢
的老师。 我信心满怀地行走在教育的路上，学生的一次次成功让我的幸福感与日俱增———原来教育可以如此
浪漫！ 原来，民办教育人也可以如此精彩。

今天，民办和公办教育依然两重天，但不再是昔日的两重天。 当他们还在原地踏步时，民办学校里却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了一批批优秀的人才，市里的省里的优秀教师日渐增多，敢挑战省级、国家级课题的不乏民办学
校的教师，草根教育家也出现在民办学校……不胜枚举的这些事例让教育人对我们刮目相看，教育局里有重
大的任务总愿意交给民办学校来承担，就因为民校人的做事严谨、态度认真。 茶余饭后，当大家讨论的话题都
是蒸蒸日上的民办学校时，公办教育人急切想要破解我们成功的密码。 其实，很简单，我们只是把教育做成服
务，一心把学生的欲望填满，让孩子幸福快乐生活每一天，其实，教育哪有想象的那么难！

放下身段的他们愿意先学习我们的先进的理念，再寻求我们的具体做法，不管是教育学生的还是管理上
的，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们会毫不保留地奉献，哪怕放弃了休息的时间。为了教育的共同发展，为了祖国的未来
和明天，民办教育人有着宽阔的胸怀和高远的志向。 三尺讲台，民办教育人书写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人生，而且
是社会的发展。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砀山县铁路中学）

我们可以同样精彩
□ 刘桂芝

学生的一次次成功让我
的幸福感与日俱增———
原来教育可以如此浪漫！
原来，民办教育人也可以
如此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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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季节，在公办学校工作了13年的王钢选择了出走，他投身到了民办学校。这是他大学毕业后，作出的第二次
人生选择，这次选择他赢在了理想。像他这样为理想而选择，在民办学校工作的老师有很多。让我们一起走近民办学
校里，那些背着理想行囊行走的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