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 7 月 3 日， 在北京 “香山会
馆”， 我从中国教师报总编辑雷振海先生
手里接过了“特约编辑”的聘书；今年 4 月
11 日，在省城长沙，我从湖南省教育科学
研究院领导手里接过了 “特聘研究员”的
聘书。 透过红色的封面，回望自己行走在
民办学校的日子，一个短语从心海浮出水
面：累并成长着……

我是 2000 年离开原单位进入民办学
校的，那是粤北的一所民办学校。 当初进
入这所民办学校应聘时，虽然我是个不符合招聘要求的人：学历低（大专），职称低

（中二），无教师资格证书。 但凭着自己的勇气和信心，凭着一小摞在各级报刊
发表的作品，我进入了应聘的名单。 从做高考题，到编写教案，到试讲，到面试，
我一路过关斩将，转了一个圈，终于又行走到了教育这条路上。

我深知自己的根底很浅，要想获得学生的喜欢，获得家长的肯定，
获得学校的认可， 我不得不付出比一般老师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
教材，去研究学生。 当时的我没有周末，不上街，也不参与任何娱乐活

动，平时只是在啃读专业书籍，提升专业素养；积极参加各级教研
活动，从名师那里吸取教学经验；认真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的
教育教学智慧……我不放过任何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我深知，

在民办学校，无论你资格有多老，文凭有多高，最终的结果就
是靠成绩说话，这是在民办学校立足的根本。

除了教学之外， 学校还有一些兼职工作需要有人去
做。 2002 学年，我除了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之外，还兼
任学校的团委副书记、校报主编、电视台台长；2008 学年，

我除担任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之外，还兼任班主任、高三
年级德育干事、 高三语文备课组长等职。 但我没有怨
言，就像《致加西亚的信》里的欧文一样，不讲理由且毫
无条件地完成任务。 我当时想，多做一点，自己的能力

就会提升一点，抗压能力就会强一点。 组织、沟通、
协调、演讲……在信任的目光中，每一项工作我做
得还算比较到位。 于是，我收获了“校优秀教师”的
称号，收获了校“明星教师”的称号。

只要你愿意成长，民办学校会为每一个老师提
供成长的平台。 2005 年，在高一高二轮转了几个回
合之后，学校终于让我带了高三。 带毕业班，可以说
是民办学校老师梦寐以求的事。 我珍惜着这个平
台，苦研考纲、勤做试题，讲考点、授技法，交流、辅
导、答疑……这高三一带就是五年，直到我离开广
东。 2008 年，我收获了“英德市高考优秀备课组长”
的荣誉。 今年高考，我带的年级顺利地完成并超过
了学校下达的高考指标。 去年开始，我接触到了高
效课堂，领悟了“自主、合作、探究”的实质。 在《中国
教师报》的引领下，我如饥似渴地深入学习着、思考
着，并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可以说是“深陷其中而不
能自拔”，并且有了一定的收获。 今年 8 月，我被学
校任命为教研室主任，主抓高效课堂和课题研究。

每次打开笔记本，在 QQ 群里聊天，总会收获
赞美的大姆指，总会收获支持的拳头，总会收获掌
声和鲜花……我想，这些收获都源于这十多年的民
办学校工作经历，源于自己的执著与坚守，源于一
种时刻面临悬崖的危机意识，更源于内心深处一种
成长的需求。 民办学校的工作是累的，但我在累中
体验着成长的快乐，享受着成长的幸福。 我想，无论
我今后身在何方，民办学校的成长经历将永远是我
人生成长路上最为重要的一段。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郴州市菁华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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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的途径是无欲

2000 年 8 月，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
就满怀激情地走进了民办学校的门， 因为
那时的认识是“公办已死，民校当立”，因为
那时的理想是 “我要在短期内成为中国的
苏霍姆林斯基”。

可是， 理想的丰满永远取代不了现实
的骨感。 没有名师的引领、 缺少外出的交
流、少有参赛的机会等等，一个个冰冷的现
实使自己的理想逐渐减肥， 我陷入了极度
的绝望之中。 于是就想在禅言佛语中找到
心灵的慰藉。

一日，读到了这样一个公案：有人问大
珠慧海禅师“和尚修道，还用功否？ ”师曰：
“用功。”曰：“如何用功？”师曰：“饥来吃饭，
困来即眠。 ”曰：“一切人总如是，同师用功
否？ ”师曰：“不同。 ”曰：“何故不同？ ”师曰：
“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睡时不肯
睡，千般计较。 所以不同也。 ”

“吃饭”、“睡觉”，这不就是最常态的生
活吗？ 就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玄想明
天，而不去走好脚下的路，所以理想的花只
能在每天的玄想中逐渐凋零。

而走好脚下的路，才能自然到天涯啊。
就是这个公案， 改变了我对成功途径

的看法，将我逐渐从绝望中拉了出来。我告
诉自己“突围的途径是无欲则刚”，只要埋
下头把课备好、上好，把班级带好，我就一
定能走得更远。

于是从此开始， 我认真阅读李镇西、
余映潮、王荣生、王尚文、李海林等名师大
家的语文著作， 认真去研读每一个文本，
上好每一节语文课 。 我不去关注成功与
否，就看自己的课堂设计是否成功 ，自己
的课堂效果是否良好。 而就是在这样的默
默前行中，我竟然先后多次获得了学校课
堂大赛的一等奖和特等奖。 也因为自己对
课堂的思考、实践和对新课程理念的学习
与思考，我在踏入中国语文教育资源网的

第一周，就被任命为了“课例研讨”版块的
版主，拥有了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和当时的
网络明星 ，而今的教育名师李镇西 、干国
祥、魏智渊、焦美玲、万玮等交流与学习的
机会， 也促使我更加广泛地去阅读教育、
美学、哲学、历史等书籍，不断地去丰厚自
己的学养。

记得那时我读了李镇西老师的 《爱心
与教育》， 让我坚定了做一个好老师的信
念，读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让我明白了
人性的高贵和教育的神圣， 读宗白华让我
明白了美， 读冯友兰让我懂得了智慧……
后来就有了 2004 年我的第一篇教学论文
在《语文教学通讯》上发表。 而也正是这篇
文章的发表， 使我这株民校里的野百合绽
露了自己的花苞。之后我的课堂实录《浴火
中重生》入选了《中国著名语文教师的课堂
细节》，评李镇西老师《致女儿的信》入选了
《镇西茶馆》等书籍，并且有多篇文章在《班
主任》《现代语文》等杂志发表。也因为带班
成绩突出，被提拔为学校的副校长，并被很
多兄弟学校邀去“传经送宝”。

真的 ，走好脚下路 ，自然到天涯 。 就
是因为对脚下的课堂和每一个孩子的关
注 ，使我先后收获 “全国录像课大赛一等
奖 ”、“全国中语会优秀试验教师 ” 等沉
甸甸的成果 ，并且在 2008 年获得搜狐网
“高考作文猜题第一人 ”的美誉 ，赢得了
多家新闻出版单位的关注 ， 先后主编了
《高考写作冲刺与升格 》等多部书籍 。 再
后来获得 “全国优秀教师 ”的荣誉也就是
自然的事情了 。

最大的幸福是自由

2007 年之后， 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
民办教育在中国大地上逐渐式微， 还记得
任靖玺先生那本《教育炼狱十年》，读了让
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公办老师待遇大幅
度提升，“回归公办” 成了大多数民校教师

的选择。
“你是适合民校的，因为民校相对自

由。”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告诉我说。或
许是吧，于是我就继续走在了民校的道路
上。

“民办学校改革不一定有出路，但不改
革一定没有出路，因此，你有多大的本事，
我们就会给你多大的舞台， 你的翅膀有多
强劲，学校给你的天空就有多广阔。 ”

这是我的前任教学副校长樊瑞先生说
过的话。它代表着很多民校决策者的心声，
也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民校里自由空气胡
来源。对于一个有想法和追求的人来说，能
自由地呼吸就是最大的幸福。

因为有这样一种空气， 我可以自己海
阔天空地去设想自己的教育之路， 我可以
把自己的想法在教育教学中试验。

于是———
2002 年，开始跳脱“管理”的“建设”班

级试验， 坚持 4 年的试验让我带班成绩斐
然，2005 年起就开始多处“介绍经验”；

2003 年，我在做学校的语文中心主任
的时，参与设计了语文“小三联”课堂模式，
打破传统 45 分钟课堂结构，实行“10+90”
的大语文课堂模式；

2004 年，独创“二预案式”备课模式 ，
将“文本解读、预案研讨、课堂试验、二预案
研讨、课堂在试验”五步结合，极大地提高
了老师们的业务水平；

2007 年提出语文课堂的“三维”教学，
将“学会思考、学会写作、学会做人”作为语
文课堂的“三维”，将思维品质的培养放在
语文教学的突出位置。

2008 年起开始语文文本与写作发展
层级之间的思考， 想构建一套完整的中学
写作教程。 同年也开始跳脱“建设班级”或
者“自主管理班级”模式，开始了“培育-发
展”班级理念的构建；

2009 年起 ， 在所带的班级全面试验
“培育-发展”班级理念，同年出版专著《绽

放每个生命》，并完成《给梦一把梯子》写作
教程三部曲的书稿。

2010 年 5 月起，“培育-发展”班级理
念的试验获得了初步成功 ， 并开始了在
《教育时报》推出“重塑带班理念”长达 18
个月的专栏 。 同年出版 《给梦一把梯子 》
三部曲。

2011 年高考，所带曾经是学校最差的
班级，完成了 100%上本科的梦想。 万玮老
师说，“小梅，你创造了奇迹”。 其实，我想
说，是民校的自由风气成就了这个结果。

2011~2012 年，很荣幸先后被《福建教
育》《中小学德育》《中国教师报》《班主任》
等多家媒体推介，并且成为《班主任》杂志
的封面人物。 全面反映“培育-发展”班级
理念和教育实践的专著 《班主任的本位与
突围》也即将出版。

在要求服从和整齐划一的环境里，你
会有这些试验的田地吗？ 还会有这些收获
吗？ 我不敢想像。

什么是幸福？绝对不是物质的丰满，而
是拥有一片可以让自己的思想飞翔的天
空， 是拥有一片可以让自己坚实走路的大
地。 12 年的民校路程，让我呼吸畅快，收获
殷实。

我是个幸福的人！

人生的意义是奉献

2011 年，在“全国三大班主任之一 ”、
《班主任兵法》作者万玮老师的邀请下，我
加盟了他所在的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
“平而不庸、和而不同”是这所学校的基本
文化。 在这里，我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
升华。

“一个人的价值不在于你有多大的名

声，名声这东西就如沙滩上的脚印，一次涨
潮就可以消失殆尽，关键在于你的价值，你
给别人和社会留下了什么。 ”一个早晨，德
高望重的龚德辉校长如是对我说。

确实，这句话深深地感动了我。一个人
如果被名利羁绊了脚步， 那么就注定了是
悲剧。

于是 ，和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 ，
如万玮 、郑学志 、陈晓华等等组织了 “班
主任尖峰论坛 ”，用沉静的心做教育的事
业。

李镇西老师曾经在《浮躁之外的沉静》
一文中说：“这是真正的‘论坛’。 这里几乎
随时都有老师在研讨， 他们讨论的大多是
工作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或交流各自在班
主任工作中的心得体会， 有时候有了什么
收获，也到这里来让更多的人分享。从年轻
班主任的讨论中， 我感到了这是一群富有
理想主义情怀却脚踏实地‘静心教书、潜心
育人’的教育者，无论窗外如何喧嚣，他们
总是守着一颗朴素的心， 实践着研究着交
流着分享着点点滴滴的教育。 ”

这是李老师的赞誉，也是我们的坚守。
我告诉自己，“什么是幸福？ 那就是到

老的时候摸着自己的良心———这辈子没白
活”。 因为这种信念，我数十上百次地参与
到各式各样的教育公益活动中去， 愿意将
自己的思考无偿地与朋友分享， 愿意用自
己的行动唤醒更多的人关注教育、 实践更
美好的教育。在此过程中，也丰富了活着的
意义。

默默地耕耘一亩田，静静地守住一隅
心， 就算你留恋开放在水中娇艳的水仙，
请别忘了 ，寂寞山谷的角落里 ，野百合也
有春天。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浦东新区平和双语学校）

接到编辑的约稿：写一写在民办学校工作的收
获与感受，记录一下自己成长的经历，为什么要选
择民办学校，坚守民办学校的理由是什么？ 要有故
事，有感悟。

就一个喜欢文字的人而言，这不算难事。 故事？
太多，也太少。 坚守，谈不上。 正如同，俺们都活着，
社会心理学家说，习惯而已。 生物学诠释，本能罢
了。 选择？ 这个极具主体色彩的语汇，最有效率的用
场，无非事后诸葛自圆其说嘛，不说为好。 至于收获，每月都有工资进账算
不？ 感受嘛，百味杂陈，褒义谓之丰富，贬义呢？ 成长一词，令俺汗颜。 经历
嘛，有的。

1986 年后季，以及 1989 年春夏之交，都经历了一些事。 之后，越来越
觉得，该换一个地方了。 1992 年，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俺也附庸了一把风
雅，停薪留职去了一家号称西北首家的民营影视广告公司。 几个月后，返
回。原因是，在新的岗位上愣是找不到感觉。天生读书写字的命，做不得生
意的。 于是，回到原学校，继续教书育人写字侃大山。

俗话说，出墙总是为有躁动的红杏预设的。
1995 年春天，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两则招聘广告，单位分别在上海

和广州。 寄出简历，外加发表过的一些所谓作品。 很快，收到两份试教回
复。 怀着对“别样人生”的憧憬，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寻思，先去广州，然后
去上海。 试教成不成，权当旅游一圈。 结果，没去成上海。 广州试讲之后，
校长说，留下来吧。我说，能够拥有拍桌子的权利，就留。一留，就留到了现
在。

试讲的第三天，上课。 第四天，做了班主任。 学校只有两个年级四
个班，全校教师喝晚茶，一张圆桌就齐了。 堪称“十来个人，七八条枪”
的干活。三十出头，生命词典里并没有那个累字。首任语文组组长，创
刊校报，开专栏发表《精神卫生讲座》，起草学校规划纲要《发展教
育模式》，开设文学欣赏课与文化专题课……先生孩子再起名，数
年后才有了校本课程这个概念的。 再接着，做了主任这么大的高
官，祖坟直冒青烟哪！

学校初创，风雨飘摇。 好生之德，瞬间转化为责任感。 何况，
与你自个儿的饭碗密切相连。于是乎，去广州市开教研会的时
候，突发奇想自作主张，直接邀请教研权威们来校视察。 先斩
后奏，校长准奏没商量。 来了，美言了，校报软文就有了。 大家
都很卖命，都很主动。校长总结道：“公办民办，就像狗和兔子。
他们为骨头而奔跑，咱为生命而奔跑。 ”那段时间里，民办学
校明显跑得快很多。

收获嘛，首先是发薪时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掂量着原工
资四五倍的分量，想没有成就感都不行。 其次，是想法的
踊跃及其兑现。 不用审批，也没有老教师在旁指指点点。
马斯洛说吃饭说尊重说自我实现，似乎好像全有了。 学
校规模呢，也像爆米花一样膨胀起来，一千两千直至五
千六百名学生，超巨型！

2012 年 3 月的一次校内会议上，我说，目前民办学
校的困局，源自国进民退的大背景，源自公校教师大幅
提薪。 公校同仁提薪，咱不应该不高兴，关乎境界啊！ 提
薪引发民校优秀教师回流公校， 这与当年我等跑到
民校是一样一样地。 问题是，独立行业寒秋，是否任
湘江北去？ 这才是关键。 对策何在？ 我说，加大人
力资本投入，面向自己的消费者细分群体，坚持教
育特色不动摇……说了 20 分钟。 至于说了有用没
用，不去想。 说话者，我口传我心才是硬道理。

显像管换平板了，长虹神话湮灭。 苹果强势回
归，诺基亚挂牌待沽。 民办学校面临重大变局，市
场不会同情眼泪。 重要的是，你要做幽怨的显
像管，还是要推出人性化的触摸屏？ 行业危机，
向来危中有机。每年暑期，那么多中国父母花
掉一生积蓄，把孩子送往欧美大学。民办学校
董事长们，你们看出其中的机会吗？ 看出来
看不出来，是他们的造化。咱不是董事长，再懂
事也没用。 好在，尚且衣食无忧。 任从容，坐看
云起。 让岁月，自然延伸……
（作者单位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外语学校）

野百合也有春天
□ 梅洪建

坐看云起
□ 扈永进

不可否认，公办学校的“待遇”
丰厚，公办老师的优越感也愈加
明显，而在民办的老师们就仿佛
成了山谷里的野百合。 其实，野
百合也可以有春天。

累并成长着
□ 熊振鸿

这些收获都源于这
十多年的民办学校
工作经历，源于自己
的执著与坚守，源于
一种时刻面临悬崖
的危机意识，更源于
内心深处一种成长
的需求。

显像管换平板了， 长虹神话湮
灭。 苹果强势回归，诺基亚挂牌
待沽。 民办学校面临重大变局，
市场不会同情眼泪。 重要的是，
你要做幽怨的显像管，还是要推
出人性化的触摸屏？ 行业危机，
向来危中有机。


